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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运用同伴提名和问卷法"对+"个城市初中班级的*&,;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并使用多水平分析技术探讨

了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和学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其

同伴接受和学业成就"儿童的攻击’退缩行为对学业成就和同伴接受有明显的负向预测效果#在班级环境变量方

面"老师支持可以减弱退缩行为和学校适应间的负向联系#老师训诫不仅可以减弱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

关联"并且对退缩行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负向联系也具有削弱效果#同学关系这一变量的班级效果最为明显"可以

明显地增强儿童问题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负向联系#而班级秩序纪律对攻击行为和学校适应间的负向关联有明显

的强化效果$
关键词!多水平分析"班级环境"儿童社会行为"学校适应$
分类号!(+**

#!引言

!!在对儿童社会行为’班级环境及学校适应间关

系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基本上主要关注于两两变量

之间的单维关系"要么仅考察儿童社会行为与其学

校适应结果间的关系而不考虑环境变量对这种关系

的影响(#)"要么仅探讨班级环境与儿童学校适应结

果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儿童社会行为这一变量的

作用(")$
!!在近期以 )P78U为代表进行的大型综合研究

中($N,)"研究者不仅考察了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

应结果间的关系"还把班级环境单独作为一层变量"
探讨班级水平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结果

之间关系的影响"作为此综合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

的侧重点同样在于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层分析$
具体来说就要探讨在不同班级中"老师对学生不同

程度的支持和训诫行为’融洽程度不一的班级同学

关系’以及严格程度各异的班级秩序纪律对儿童亲

社会行为’攻击’退缩行为与学校适应%学业表现和

同伴接受&间的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结果的关系中"研
究基本上支持了亲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之间的正向

相关(&)"但攻击’退缩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关系"则
不论 是 在 同 伴 关 系($"=)’还 是 在 学 业 成 就 领

域(#"+N#;)"两者之间的相关都呈现出由正到负的散

状分布$
!!那么"同样的问题行为%如攻击&"在不同的研

究中"其与学校适应间的关系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

表现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由于对班级水平

上环境变量影响的忽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

班级之间"不同的班级环境%如老师因素&会对学生

退缩’攻击行为与学校适应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

影响"如同样都是攻击行为"由于老师对其态度的不

同"在不同班级中受到的待遇则会大相径庭"有的会

受到同伴的一致排斥和拒绝(##)"而有的却会得到相

当多同学的拥戴和呼应(#")$
!!在班级环境的诸多因素中"老师和班级文化是

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本研究涉及的班级环境变量

有老师支持’老师训诫’班级同学关系以及班级秩序

纪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和探讨这四个环境变

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退缩’攻击行为与学校适应间

关系的影响$
&M&$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训诫

!!与父母教养相类似(#$)"在老师对儿童社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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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其对学生的支持和关爱会对儿童的良好发

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对学生过于严厉的控制和训诫

则不利于儿童对学校生活的顺利适应"这一结论基

本上得到了研究的普遍支持$
!!在同伴关系方面"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关心不

仅有利于儿童形成融洽的同伴关系(#*"#,)"并且良好

的师生关系还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使其表

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在学业表现方面"老师

对学生的关心和支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且能够增强学

校对学生的吸引力(#=)$此外")P78U%";;$&发现老

师的态度可以对儿童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关系

产生明显的影响(*)"老师的支持和关爱可以减弱攻

击’退缩行为与同伴接受之间的负向相关$但老师

过于严厉的控制和训诫则会对学生的学校适应产生

诸多不利影响$老师过多的控制会导致师生间冲突

的增多(#+)"而师生间的冲突与学生的同伴接受度之

间呈显著的负向相关(#>)"从而造成同学之间关系的

紧张和不融洽$另外"老师过多的控制还会导致学

生对学校产生厌恶情绪"学习兴趣下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想在班级内部"老
师对学生的关爱和支持行为表现越多"学生对老师

言行的认同和接纳程度越高($)"班级内部的人际气

氛越为和谐融洽"同伴之间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在这

样的环境里"攻击’退缩儿童的同伴接受度和学业成

就也会相应有所提高"因此"儿童问题行为与学校适

应间的负向相关也会减弱#反之"老师的管理风格越

为严厉"对学生的训诫行为越多"学生对老师言行的

接纳和认同程度则越低(,)"虽然在这样的班级内部

同学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会较为紧张"但由于对老师

言行所持的消极态度"部分学生对问题行为%尤其

是攻击行为&的接受度有可能呈现出提高的趋势"
相应地"人际关系的缓解将会有助于问题行为儿童

学业成绩的好转"因此"整个班级问题行为与学校适

应间的负向关联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M!$班级同学关系和秩序纪律

!!在同学关系与学校适应的关系方面"众多研究

一致表明"在同学关系良好’凝聚力高的班级环境

中"儿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兴趣(#&"";""#)和学业

水平("")$有研究指出("$)"班级凝聚力与儿童对数

学的喜欢程度及数学成就之间的相关分别为;3$$
和;3#&$反之"班级内部同学之间的冲突的摩擦则

会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问题行为的存在会对班级内部良好的同学

关系产生威胁"因此我们设想"在同学关系良好的班

级环境下"儿童的问题行为与其学校适应之间的关

系会更加恶化"或者说在同学关系良好的班级环境

下"问题行为%尤其是攻击行为&受到同学排斥和拒

绝的态度更为强烈"这些儿童的学业表现也会更差$
!!最后"在班级秩序纪律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这一变量与儿童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探讨$有

研究发现班级严格的秩序纪律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会

产生消极效果(#&)"但也有研究指出班级秩序纪律的

严 格 性 与 学 生 的 学 业 成 就 之 间 存 在 着 正 向 相

关(";"",)$而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部分原因可能

是由于对儿童社会行为变量的忽略"在不同的秩序

纪律下"具有同样行为表现%如攻击或退缩&的儿童

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学校适应水平$
!!具体到本研究的中国被试"考虑到学校生活中

对秩序纪律的正面强调"以及儿童问题行为"尤其是

攻击行为"与其背道而驰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下设

想!班级秩序纪律对问题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负向

关系有强化的趋势"尤其对于攻击行为与学校适应

间的关系"其强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研究方法

!M&$被试

!!被试为我国东北某城市中的+"个初中班级的

*&,;名学生$其中初一年级#>个班"初二年级#+
个班"初三年级*,个班$从初一到初三"各年级女

生 占 总 人 数 的 百 分 比 依 次 为 *+3>K’,;K 和

,"3,K"各年级性别分布差异不显著%!"I*$3";,"
;,I+#""J;3;,&"各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依次为

#$3&q;3&++’#*3&#q;3&"=和#,3>>q;3=&,岁$
!M!$研究变量

!M!M&$亲社会行为$攻击和社会退缩!运用提名法

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攻击和退缩行为进行测量"要
求学生根据所描述的行为表现"在班里找出最为符

合的$名同学$)P78U%";;$&的研究显示所用的提

名问卷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每个被试在各

个条目上被提名的得分以班级为单位被转化百分

数"然后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把负荷于有关因子的

条目得分进行平均"所得结果即为各社会行为变量

的得分$
!M!M!$班级环境变量!所用测试工具由 )P78U根

据F994和 Z27/L的理论并参照 F)G%FL)A744G8]
R28D9/L&和eWG%eC24D098870/29\W27QP2/G8D2/7QD098&
问卷等编制而成(*""&N"+)$所测试的班级环境变量



!"期 郭伯良等!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 "$,!!

包括老师支持’老师训诫’班级同学关系以及班级秩

序纪律四个方面$根据每个学生的回答结果"使用

多水平因子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每个班级各个方面

的因子分"各个因子分为班级水平的班级环境变量

指标(">)"已有研究显示该问卷具有很好的测量学

指标($;)$
!M!M#$同伴接受!每个学生在本班学生的花名册

中标记出是自己朋友的学生"然后计算每个学生被

别人提名为朋友的次数"再以班级为单位求出每个

学生被提名为朋友的次数的百分数"该百分数结果

即为学生被同伴接受"即同伴接受好坏的指标"分值

越大"表明同伴接受越好$
!M!M%$学习成绩!把学生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和

英语三门主干课程成绩分别以年级为单位转化为 V
分数"各科成绩 V分数的平均数作为学生的学习

成绩$
!M#$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多层模型%BZF&对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初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学生成绩和同伴接

受测试结果在班级水平的方差变异达到统计学规定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这两个变量在各个班级之间有

较大程度的变异"随后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为因变量"
建立多层分析模型"考察班级环境变量对学生社会

行为与学校适应%学业成绩和同伴接受&之间关系

的影响$在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时"首先考察儿童

的亲社会行为’攻击及退缩对儿童同伴接受和学习

成绩的影响"然后考察在校正了儿童性别和年龄变

量的前提下"班级水平上的不同班级环境变量对儿

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同伴接受和学业成绩&之

间关系的影响$

表&$社会行为对同伴接受$学习成绩的影响#随机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和+检验 方差和!"检验

回归系数 =% +值 方差

同伴接受为因变量!!!
亲社会%成绩斜率 ;3&=+ ;3;$# ""3#&=!!! ;3;;>;

攻击%成绩斜率 %"3,$& ;3#>; %#$3$&>!!! #3++,$!!!

退缩%成绩斜率 %;3#+" ;3;$; %,3>=;!!! ;3;$;;!!

学习成绩为因变量!!!
亲社会%接受斜率 ;3+,* ;3;*& #+3$&#!!! ;3;++"!!

攻击%接受斜率 %;3&=+ ;3##, %,3+=$!!! ;3$,=$!!!

退缩%接受斜率 %;3*=* ;3;"+ %#=3;>&!! ;3;"=,!!!

!!注!!"?;3;,"!!"?;3;#"!!!"?;3;;#

$!结果

#M&$社会行为和同伴接受$学习成绩的关系

!!从表#可以看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对其同伴

接受和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而攻击和

退缩行为对其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则呈现出明显的

负向预测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儿童的亲社会

行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在班级之间的变异不显著"
但亲社会行为对同伴接受的影响在班级之间却存在

着明显的变异$而在儿童问题行为方面"攻击’退缩

行为对儿童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的影响效果在各个

班级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变异"由此可知班级水平上

的变量将会对儿童攻击’退缩行为与其学校适应之

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因为儿童亲社会行为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在班级之间的变异不显著"并且分析结果发现"本研

究所涉及的班级环境变量对亲社会行为与儿童同伴

接受间关系的影响亦不明显"因此"在下面部分的结

果报告中"将不涉及儿童亲社会行为$
#M!$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攻击行为与学校适应间

关系的影响

!!从表"可以看出"在同伴接受性方面"老师训诫

可以较为明显地减弱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

关系$另两个班级环境变量///同学关系和秩序纪

律"尤其是同学关系可以非常显著地增强攻击行为

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联系$或者说班级的同学关系

越为团结融洽"秩序纪律越为严谨"儿童攻击行为受

到同伴拒绝和排斥的程度越为强烈$而老师支持对

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关系的影响则不显著$
!!在学业成就方面"只有班级同学关系和秩序纪

律这两个环境变量可以显著地影响攻击行为和学业

成就间的关系$也就是班级同学关系可以明显地增

强攻击行为与学业表现间的负向联系"或者说"班级

内部的同学关系越好"秩序纪律性越强"攻击儿童学

业成绩的下降趋势越为明显"攻击行为与学业成就

之间的负向相关程度越强$另外两个班级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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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老师支持和训诫///对儿童攻击行为和学业 成就间关系的影响程度都没达到显著水平$

表!$班级环境变量对攻击行为和同伴接受$学业成就间关系的影响

变量 回归系数 =% +值
同伴接受为因变量!!!

攻击%接受斜率 %;3&=+
老师支持 ;3##> ;3;=& #3,&&
老师训诫 ;3#== ;3;== "3">*!

同学关系 %;3*$= ;3#;+ %*3;"+!!!

秩序纪律 %;3#>; ;3;>$ %"3;*$!

学习成绩为因变量!!!
攻击%成绩斜率 %"3,$&

老师支持 ;3;>, ;3#+; ;3,$;
老师训诫 ;3#*= ;3#"= #3#,&
同学关系 %;3&,> ;3#=* %$3=+>!!!

秩序纪律 %;3$"" ;3#&; "3;#"!

!!注!回归系数检验为+检验"!"?;3;,"!!"?;3;#"!!!"?;3;;#

#M#$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退缩行为与学校适应间

关系的影响

表#$班级环境变量对退缩行为和同伴接受$

学习成绩关系的影响

变量 回归系数 =% +值
同伴接受为因变量

退缩%接受斜率 %;3*=*
老师支持 ;3;*$ ;3;"" #3>+=!

老师训诫 ;3;#= ;3;#* #3#>>
同学关系 %;3;$> ;3;"; %#3>=,!

秩序纪律 %;3;#" ;3;"; %;3&;+
学习成绩为因变量

退缩%成绩斜率 %;3#+"
老师支持 ;3;&# ;3;"> "3#;$!

老师训诫 ;3;*$ ;3;"" #3>+&!

同学关系 %;3;&= ;3;$" %"3;=>!

秩序纪律 %;3;"= ;3;"= %#3;#$

注!回归系数检验为 +检验"!"?;3;,"!!"?;3;#"!!!"

?;3;;#

!!从表$可以看出"在同伴接受方面"班级同学关

系可以较为明显地增强退缩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

向联系"或者说"班级内部的同学关系越为融洽"退
缩儿童被同伴拒绝的程度越为强烈$而老师支持则

可以较为明显地缓和退缩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

关联"班级内部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度越高"退缩儿童

被同伴接受的可能性越大"退缩行为与同伴接受之

间的负向联系越弱$其他两个环境变量///老师训

诫和班级秩序纪律///对退缩行为和同伴接受之间

的联系都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学业成就方面"班级内部的同学关系可以较

为明显地增强退缩行为和学业成就之间的负向联

系"或者说班级的同学关系越为良好"退缩行为与学

业成就之间的负向相关程度更强"退缩儿童的学业

成就越差$班级环境的另两个变量///老师支持和

老师训诫"则可以较为明显地弱化儿童退缩行为与

学业成就之间的负向相关"也就是说"在班级内部"
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训诫行为越多"退缩儿童学业

成就上升的趋势越为明显"退缩行为与学业成就之

间的负向联系越为微弱$而班级秩序纪律这一变量

对退缩行为与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影响则不明显$
#M%$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和学校适应间

关系变异的解释

表%$班级环境变量解释的方差比例

变量 原始方差 残差方差 方差被解释的比例%K&

同伴接受为因变量

攻击%接受斜率 ;3$,=$ ;3#>,,!! *,3"+

退缩%接受斜率 ;3;"=, ;3;",#!! +3=$

成绩为因变量

攻击%成绩斜率 #3++,$ #3&$,>!!! #$3"$

退缩%成绩斜率 ;3;$;; ;3;"",!!! ",3;;

!注!!!"?;3;#"!!!"?;3;;#

!!表*对模型中加入班级环境变量前后"攻击’退
缩行为各自对因变量作用在班级之间变异的减少情

况进行了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现有班级环境

变量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攻击’退缩行为和同伴

接受之间关系的班级变异"解释率分别为*,3"+K
和+3=$K"此外"现有班级环境变量对攻击’退缩行

为与学习成绩之间关系在班级水平变异解释率分别

为#$3"$K和",3;;K$
!!此外"在考虑现有班级环境变量之后"儿童退

缩’攻击行为和学校适应间的关系在班级水平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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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显著的变异"由此可以推测"在班级水平上"
还有其他环境变量能够影响儿童问题行为与学校适

应之间的关系$

*!讨论

%M&$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关系

!!在没有考虑班级环境因素影响作用的前提下"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亲社会行为对其同伴接受

和学业表现都有非常明显的正向预测作用"从而进

一步证明了亲社会行为在儿童顺利适应学校生活’
正常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儿童的攻击行为"
不论是对其同伴接受性"还是对其学业成就"都表现

出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在儿童

适应学校生活的过程中"攻击性的行为表现会起到

诸多的消极效果"不仅使得儿童的同伴关系更为恶

化"还会对儿童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效果$至于儿

童的退缩行为"也具有与攻击行为类似的效果"对儿

童的同伴接受及学业表现都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

果"使得儿童在学校适应的过程中产生诸多困难$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儿童的问题行为"不管是攻击

还是退缩表现"在儿童的学校适应中的角色都表现

出跨文化的一致性"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以中

国(*)为代表的东方"都对儿童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

负面效果$
%M!$老师支持$训诫对儿童问题行为与学校适应间

关系的影响

!!在老师支持方面"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师的支持

行为对退缩儿童的学校适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班级内部"老师对学生的支持行为越高"退缩儿童

学业水平的提高幅度越为明显"其被同伴接受的可

能性也越大$
!!一方面"这一结果印证了本综合研究的前期结

果(*)"显示出老师支持在退缩儿童同伴关系改善方

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也再次体

现了在退缩儿童的学校适应中"老师支持行为的重

要性$在班级内部"对于退缩学生而言"老师的支持

和关爱不仅可以提高其同伴接受水平"改善他们在

人际交往中的孤立状态"并且可以缓解其在学校适

应中的心理压力"对其学业表现也可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使其学业水平呈现出提升的态势$至于攻击

儿童"虽然老师支持对其学校适应的改善和促进没

达到显著水平"但所起效果的方向仍是正向的缓和

趋势$由此可见"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N,)"
班级内部老师表现出的支持行为都有助于扫除学生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使其学校适应状况得以改

善和提高$
!!在老师训诫方面"老师对学生的训诫行为表现

越多"攻击儿童被同伴拒绝和排斥的可能性也越小"
而退缩儿童学习成绩提高的趋势也越为明显$
!!老师训诫对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关系削弱的

原因可能源自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班级内

部"老师对学生的训诫越多"态度越为严厉"师生间

的冲突相应也会增加"有研究表明(#>)"师生间冲突

的增加则会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恶化"同伴之间的

接受度降低$而班级同学关系的恶化则会使儿童攻

击行为的同伴接受度相对来说有所提高%正如本研

究的表"所示&$另一方面"老师的训诫行为在无

形中为学生提供了攻击行为的样板"传达了老师对

攻击表现持认同态度的信息"使得攻击行为在班级

内部呈现出升高的趋势(*)"而班级内部攻击水平增

强的效 果 之 一 则 是 攻 击 行 为 的 同 伴 接 受 度 有 所

升高(,)$
!!另外"由于老师的训诫行为往往针对那些违犯

纪律’惹是生非的学生"而对于退缩行为"老师或者

认为其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表现"或者因为这种行为

不会对教学管理产生干扰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因此"在老师态度较为严厉’对学生训诫行为较多的

班级里"退缩行为由于其内向’乖僻的特点反而相对

成为一种合乎规范的表现"很少成为老师训诫或惩

罚的对象"在这种班级环境中"退缩儿童所承受的心

理压力自然较小"他们的学校适应状况也会得以改

善"学业表现也因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回升趋势"而
退缩行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负向相关也相应地得以

弱化$
%M#$班级同学关系$秩序纪律对儿童问题行为与学

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

!!与老师变量相比"班级文化变量对儿童行为与

学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更大一些$
!!首先"同学关系这一变量对问题行为与学校适

应间的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使得两者之间

的负向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剧$这种效果的出现"恰
恰是由于儿童攻击和退缩行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所

致$在班级内部"同学关系越为良好"团结一致’凝
聚向上的主旋律愈加容不得些许的杂音"儿童问题

行为%尤其是攻击行为&在这样的班级氛围下也愈

发显得与背景格格不入"而其他同学对问题行为的

排斥和不满情绪也会更加明显和强烈$在这种环境

下"攻击和退缩儿童的学校适应自然会出现更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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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学业水平也相应地每况愈下$尤其是攻击儿

童"在这种班级气氛下其同伴交往和学业表现都会

产生更多的问题$
!!其次"班级秩序纪律这一变量对攻击行为与学

校适应间的负向联系具有明显的强化效果$上述结

果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秩序纪律这一班级环境变量

在中国社会的文化适宜性$在当今中国社会"对教

育的重视’对学业成就的追求($$"$*)"使得班级秩序

纪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教育所正面强调的重要

教学管理目标之一$尤其对于初中学生而言"所谓

传统的+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方式以及对书本知识

的强调"使得班级严格的秩序纪律成为学生学业成

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攻击行为的表现形

式和特点使得这种行为与严格的秩序纪律明显背道

而驰"因此"在对班级秩序纪律高度强调的学校氛围

中"攻击儿童不论是在同伴交往还是在学业发展方

面"都会遇到更多的困惑和阻碍"在学校适应过程中

表现出相对更多的问题$

,!小结

!!本研究用多水平分析技术同时考察班级环境变

量’儿童社会行为对其学校适应结果的影响$结果

显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对同伴接受和学习成绩有明

显的正向预测效果"儿童的攻击’退缩行为对同伴接

受和学业表现有明显的负向预测效果$
!!老师对学生的支持和关爱可以减弱退缩行为与

同伴接受’学业成就间的负向关联$老师的训诫行

为不仅可以弱化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相

关"并且对退缩行为与学业成就间的负向联系也有

削弱的效果$班级同学关系可以增强问题行为与学

校适应之间的负向联系$班级秩序纪律可以增强攻

击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负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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