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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名小学三+四+五年级儿童为被试!考察了儿童孤独感+同伴接受性+问题行为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结果发现!儿童的外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伴接受性在外部问题行为与孤独

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内部问题行为是家庭功能影响儿童孤独感的中介!而外部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依次组成

家庭功能与孤独感联系的另一间接作用路径&不仅如此!家庭功能对儿童孤独感还有较强的直接作用%最后讨论

了这些中介作用存在的原因以及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关键词 !孤独感!同伴关系!问题行为!家庭功能!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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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对儿童孤独感和同伴关系的研究常常是联系在

一起进行的%Q0991E3和 T9;.S的研究’%(表明!在三

至六年级儿童中可以稳定地测到孤独感!而且被同

伴拒绝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孤独% 0̂S5021D近来的

一项研究’"( 也发现!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儿童的孤

独感经常是和同伴关系困难联系在一起的%儿童之

所以不被同伴接纳!是因为他们存在侵犯+攻击+退
缩 等 不 良 的 社 会 行 为!同 时 缺 乏 社 会 交 往 能

力’$!&( %由此似乎可以推论!社会能力的缺乏以及

较多的问题行为会导致儿童被同伴拒绝!儿童的同

伴接受性较差意味着孤独感较多%在本研究中!儿
童的问题行为分成内部问题行为和外部问题行为!
它们对孤独感的影响被假设以同伴接受性为中介!
并且内+外部问题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而上述

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同伴关系和

学校背景中!家庭同样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亲
子关系和家庭背景方面的变量也应该得到重视%例

如!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运行状况+家庭成员关系以

及家庭的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定’*(!它对

儿童心理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很多研究都表明!
有问题行为或学习障碍的儿童!其家庭功能通常也

存在问题!表现为家庭成员的亲密性与适应性较差!
家庭问题解决+沟通+情感反应+行为控制等能力以

及总体的家庭功能显著落后于一般家庭’+’-(%家庭

功能低下不仅会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还可能以此

为中介影响他们的同伴接受性%比如!=1.S/04和

G/>>D发现惩罚性的+效率低下的家庭规则能够预

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而问题行为导致了糟糕的同伴

关系’((%这就以问题行为为中介变量!将同伴关系

与家庭特点联系起来了%[19;1>4的研究’%#(发现!
被同伴拒绝的(’%#岁男孩比其同伴遭受着更差的

家庭管理!体验着更多的家庭压力!而且其家庭的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这些儿童还同时表现出较多的行

为与学业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儿童的同伴接

受性较差与父母对他们不力的管理有联系!而这种

联系的中介是反社会行为与学业技能缺失%这些研

究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但都暗示!以儿童的问题行为

为中介变量!可以把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联系起

来%然而!上述几项研究大多以特殊儿童为被试!也
没有涉及情感变量!如小学儿童的孤独感’%(%因

此!有必要以一般儿童为被试!探明家庭功能与儿童

孤独感的关系%
综上所述!应该把儿童同时置于学校与家庭这

两大系统中!从家庭功能与同伴关系相结合的角度

理解儿童社会性的发展!例如探讨孤独感的影响因

素%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综合考察儿童的孤独感+
问题行为+同伴关系以及家庭功能四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小学高年级儿童确实存在

孤独感!同伴接受性与孤独感和家庭功能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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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相关%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认为家

庭功能与孤独感的联系要通过社会能力和行为+同
伴接受性等中介变量实现%然而!遗憾的是在该研

究中没有测量社会行为方面的变量!未能对该模型

进行严格的检验%

图%!儿童与同伴群体和家庭系统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个概念模式图

"见图%#进行验证与理论分析%具体要检验$个假

设$"%#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的联系要以内

部或外部问题行为为中介&""#同伴接受性是儿童

孤独感与问题行为联系的中介&"$#家庭功能与孤

独感的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间接地依次通过

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这两个中介实现%

" 研究方法

#<% 被试选择方法

本研究中的被试包括儿童及其家长%儿童被试

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某社区一所普通小学三+四+五年

级的小学生%最后得到有效被试"&+名!其中男生

%&"人+女生 %#&人!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 +,+,$+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岁%这些儿童的家长也

参与量表的填写%其中,#<,l的家长的受教育水

平为中等学历!%+<,l的有高等学历!极少数为初中

以下学历&,,<*l的家庭的月收入在*##’"###元

之间%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儿童基本来自普通市民

家庭%
#<# 测量程序与工具

测量分"部分进行%孤独感量表与同伴提名法

由被试在班内完成!施测过程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管理%家庭功能量表与儿童问题行为量表由被试带

回家!请家长根据详细的指导语填写%测查过程中

同时收集有关人口统计学资料%主要变量的测量工

具如下$
"%#同伴提名法用于测量同伴接受性%同伴提

名包括正向提名和反向提名"部分!题目为$)在你

们班中!可能有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同学!请你分

别写出 $个 你 最 喜 欢 的 和 最 不 喜 欢 的 同 学 的 名

字%*最后!以班级为单位分别将正向提名与反向提

名的次数标准化!二者之差为社会喜好分数!以此表

示同伴接受性%
""#孤独感的测量采用 T9;.S等人’%"(于 %(-&

年编制的专用于$’+年级学生的儿童孤独量表%
该量表包括%+个孤独项目和-个关于个人爱好的

插入项目"为了使被试在回答时放松一些#!因子分

析表明插入项目与负荷于单一因子上的%+个孤独

项目无关!这%+个)孤独*项目的 QS>4]0:;!系数

为#<-$-!信度较高%
"$#家庭功能的测量采用 :̂̂ 09D.S家庭功能评

定量表%它以 :̂̂ 09D.S家庭功能模式理论为基础!
该理论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
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
要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家庭必须完成如下六个方面

的任务并具备相应的能力$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

工+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该量表的

+#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表明信度较

好!其内容效度也是可靠的%我们曾以该理论和量

表为基础编制过访谈研究的提纲!效果较好’+(%
"&#问题行为的测量%以 T:;.4]0:;儿童行为

核查表为基础!选取其中&*个项目测量儿童内部问

题行为和外部问题行为"大维度%内部问题行为包

括焦虑+抑郁+退缩等!外部问题行为包括攻击+违

纪+冲动等%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个维度上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表明量表有较好的稳定性%该量表被广泛应用!效
度较高’%&(%

这$个量表均采用&级评分!%表示实际情况

与项目描述完全符合!&表示完全不符合%上述所

有变量上的得分越高均表示所测量的这种属性越强

烈!如孤独量表上得分越高表示儿童越孤独%

$ 结果与分析

!<% 中介作用检验

通常如果某个变量的介入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预

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它就有可能是中介变

量%因此!检验中介效应或中介作用时要考察这$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假定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有较高的相关!当在它们之间加入中介变量时!如
果预测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或回归系数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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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就是完全中介作用#!就可以认为中介作

用明显!即中介变量能有效解释预测变量与因变量

的关系’%*(%下面结合本研究的数据加以分析%

图"!同伴接受性在外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图"中的 "o是与中介变量"同伴接受性#一

起预测时!预测变量"外部问题行为#到因变量"孤

独感#的未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原来没有加入中

介变量时!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未标准化的原始回

归系数用 "表示%"反映了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总

效应!"o表示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时预测变量对因

变量的直接效应!")"o就是中介效应!二者的差越

大表示中介变量的加入起到的作用越大!如果 "o等
于#就是完全中介效应%在图"这个例子中!中介

效应")"oO#<"+*)#<%,"%
中介效应也可以用4hC表示!在理论上它与

")"o等值!其中 4是预测变量到中介变量的未标

准化的原始回归系数!C是与外部问题行为一起预

测时!中介变量"同伴接受性#到因变量"孤独感#的

未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74与 7C分别是 4与 C的标

准误 "见图"#%对中介效应的统计检验有$种方

法$G>].2检 验!公 式 为 KO4CO C"’"4N4
"’"! C&

V>>E/04 + 检 验!公 式 为 K O 4C O

C"’"4 N4"’"C N’
"
4’
"! C&或者 V>>E/04*检验!公式

为K O4CO C"’"4 N4"’"C)’
"
4’
"! C%这$个检验虽

然严格程度有所不同!但本质相同%
通常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要先满足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因变量之间彼此有显著的影响这个前提%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中介变量!它能在本来没有关

系的两个变量之间建立间接的联系%例如!家庭功

能对同伴接受性的预测作用几乎为#"#O#<#(#!
L"O#<##-#!也就是 "接近于#&但是通过外部问

题行为的中介作用!就可以产生间接影响!中介效应

4hC等于#<*-$"见表%#%
!!表%提供了内部问题行为 "bX#+外部问题行为

"CX#各自在家庭功能 "HH#与同伴接受性 "XQ#
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各种检验均表明了中介

变量的显著作用%即!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可以

分别通过内部问题行为或外部问题行为作为中介实

现间接联系%

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 检验

中介作用的路径 HH/bX/XQ HH/CX/XQ

4"74# )#<*&""#<#(%# )#<*#%"#<#(&#
C"7C# )#<,#-"#<",(# )%<%+$"#<"+$#

G>].2检验"U# "<$$*! $r&#$!!!

V>>E/04+检验"U# "r$#,! $<$+-!!!

V>>E/04*检验"U# "r$+$! $r&$(!!!

!注$! "M#<#*&!! "M#<#%&!!! "M#<##%%

表#&同伴接受性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中介作用的路径 bX/XQ/\ CX/XQ/\

4"74# )#<,(*"#<"*"# )%<"#$"#<"&$#
C"7C# )#<#,%"#<#"## )#<#,,"#<#""#

G>].2检验"U# "<$*-! "<-&*!!!

V>>E/04+检验"U# "<$#,! "<-#,!!!

V>>E/04*检验"U# "<&%"! "<--*!!!

!注$!"M#<#*&!! "M#<#%&!!! "M#<##%%

表"提供了同伴接受性分别在内部问题行为与

孤独感 "\#+外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

用检验结果!各种检验均表明了中介变量的显著作

用%即!同伴接受性可以分别作为内部问题行为或

外部问题行为影响儿童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综合表%+"的结果可以证明研究假设%+"所假

定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加入中介变量后!中介效应

明显!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比原来相对降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降低到#!就不能否认仍

然存在直接效应!甚至很强的直接效应%例如!在内

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同伴接受性的中介效应

")"oO#<&"")#<$++O#<#*+!中介效应检验虽

然显著!但 是 它 仍 然 远 小 于 直 接 效 应 ""oO#<
$++#%因此!确定中介效应时!不能因为上述$种统

计检验显著!而简单否定直接效应的存在%另外!中
介效应的存在是相对的%上述&个中介效应检验都

是在$个变量之间分别进行的!如果超出了这个范

围!结果可能不同!后面的分析能说明这一点%
!<# 儿童孤独感!问题行为!同伴接受性和家庭功

能的关系

!!从表$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除
了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之

外!其他变量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据

此!建立了图$中的综合模型!将家庭功能与儿童的

孤独感联系起来!中间是一系列中介变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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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C\软件验证了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和数据"$"

"%#O#<#*$,!"O#<-%,&‘̂ GCT O#<##&VHb
O%<##&TVHbO#<((-#%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与

同伴接受性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问题行为!特别是外

部问 题 行 为 的 中 介 作 用 "%O)#<$&&&#O

)#<$#-#实现的&而内部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不显

著"%O )#<$,-&#O#<##*#!这与前面单独考察

儿童内部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时得到的结果不同

"见表"#%家庭功能对同伴接受性的间接效应值为

#<%#&!不存在直接效应%

表!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家庭功能 内部问题行为 外部问题行为 同伴接受性

内部问题行为 )#<$,-!!!

外部问题行为 )#<$&*!!! #<+$(!!!

同伴接受性 #<#(# )#<"#,!! )#<$%,!!!

孤独感 )#<"+*!!! #<$&&!!! #<"%,!! )#<"--!!!

!注$! "M#F#*&!! "M#F#%&!!! "M#F##%%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是通过同伴接受性这一中介

变量与孤独感发生联系的 "#值分别为 )#<$#-+)
#<"&&#!而它们的直接 作 用 不 显 著 "# O )#<
%#&#&与此相反!儿童内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的联

系则主要是直接作用 "# O#<"-##!同伴接受性的

中介作用不显著 "# O#<##*#!这一结果与前面证

明的中介作用也不一致%

从整个模型来看!家庭功能对孤独感的影响有

两类方式$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间接作用可以通

过内部问题行为这个中介变量实现!也可以依次通

过外部问题行为+同伴接受性实现%家庭功能对孤

独感的直接效应值为 )#<%,"!间接效应值为 )#<
#(*"即!从家庭功能到孤独感的每条间接作用路径

上的路径系数乘积之和#%

图$!家庭功能+问题行为+同伴接受性与孤独感的关系

& 讨论

0<% 中介作用是否存在

综合表%+"与图$!可以一致确定外部问题行

为在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
伴接受性在外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起着中介作

用!外部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依次组成家庭功能

与孤独感联系的间接作用路径%然而!有些结果并

不一致%在表%+"的检验中!内部问题行为对家庭

功能与同伴接受性的联系而言中介作用显著!同伴

接受性对内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的联系而言中介作

用显著&而在图$的综合模型中!这两个中介作用都

不显著!内部问题行为成了家庭功能与孤独感的中

介变量!同伴接受性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为什

么在表%+"中证明的中介作用!在图$的综合模型

中不存在呢,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内部问题行为和

外部问题行为有较高的共线性!两个变量的相互决

定系数高达#<&#-%分别考虑它们的中介作用时!
没有把共线性考虑在内%在综合模型中!由于外部

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较强!似乎)抑制*了内部问题

行为与同伴接受性的联系%这也反映了两类问题行

为在家庭功能与孤独感之间的不同中介作用机制%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内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

之间!同伴接受性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相比本来

就小得多 "#<#*+M#<$++#!其作用可能不够稳定%
但总体上而言!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还是起到了

中介作用!虽然具体的作用机制不同%这一结果也

提示我们!要注意统计结果的适用范围%多种因素

对一个变量的影响模式不等于各个因素影响的简单

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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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为什么存在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

伴接受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一结果的合理性可

以结合图%及有关研究说明%儿童的同伴群体与家

庭是两个基本上独立的系统!儿童是这两个系统的

连接点%不良的家庭功能是儿童问题行为形成的一

个主要原因!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攻

击+违纪等外部问题行为正是儿童遭到同伴拒绝的

主要原因%比如Q122.99.4等人的研究’%,(表明!&-l
的被拒绝儿童有攻击性+冲动性+破坏性!%$l的被

拒绝儿童害羞+敏感+退缩!可见!儿童较低的同伴接

受性 更 多 地 与 外 部 问 题 行 为 相 关%前 面 提 到 的

[19;1>4的研究’%#(也发现!儿童的同伴接受性较差

与父母对他们不力的管理有联系!而这种联系的中

介之一是反社会行为!也即外部问题行为%总之!这
些研究都支持儿童的外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

伴接受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相比之下!内部问题行为

的中介作用则较弱%然而!这并不是说内部问题行

为的作用不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儿童的孤独感%
退缩+害羞+焦虑等内部问题行为较多的儿童往往比

较敏感!孤独体验的)阈限*较低!因而体验并报告

出更高的孤独感%
本研究发现!同伴接受性在外部问题行为与孤

独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一结论也可以得到有关

研究的支持’%’&(%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曾让被试

列出最不喜欢某些儿童的原因!其中被提到最多的

就是各种攻击性行为!如破坏性+身体侵犯+语言或

情感上的攻击等%被拒绝的儿童体验到较多的孤独

感与社会不满足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家庭如何影响孤独感呢,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外

部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依次的中介作用!或通过

内部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影响孤独感%换句话说!
问题行为是连接家庭功能与孤独感的间接路径%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功能对孤独感有直接的预

测作用%如果儿童与其他家庭成员缺乏亲密的情感

与有效的沟通!家庭管理比较混乱!他们可能直接在

家庭背景下体验到孤独%因此!必须重视家庭对儿

童情感发展的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化地把家庭功

能视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因素’%-(!因为它可能对

儿童的孤独感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总之!把前面的$个研究假设稍作修改!就可以

作为本研究的结论$"%#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

间的联系要以外部问题行为为中介&""#同伴接受

性是儿童孤独感与外部问题行为联系的中介&"$#

家庭功能与孤独感的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间

接地依次通过外部问题行为与同伴接受性这两个中

介实现!或者通过内部问题行为这一中介实现%这

些结论适用于图$中定义的*个变量关系的范围

内%而内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

的中介作用!同伴接受性在内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

之间的中介作用不够稳定&如果说存在这种中介作

用!也只适用于单独检验的情况下%总之!中介作用

的研究对于解决一些理论问题非常重要!但是一定

要考虑各种中介作用适用的范围与前提!将整体分

析与局部分析结合起来%本研究中发现在家庭功能

与儿童孤独感之间存在多种中介作用路径!但是每

种中介作用机制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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