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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编制与应用

刘丽，　郭成，　史明鑫，　王靖萱，
李晴，　缪华灵，　曾晋逸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为提高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测量工具的跨 领 域 适 应 性，采 用 文 献 分 析 法 和 专 家 咨 询 法，基 于 心 理 应 激

的认知—交互作用理论，结合适应的心理活动过程，构建了社会适应的心理能力要素模型，编制了儿童青少年社会

适应能力问卷，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了包含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５个

维度３０个题项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量表．结果显示，该量表信效度良 好，可 作 为 研 究 儿 童 青 少 年 社 会 适 应

能力的测评工具．进一步运用该量表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调查，初步探讨了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现状，发现我

国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较好，在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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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阶段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其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它不仅影响其现有的学习和心理健康状态，还影响其成人后的工作与生活［１］．生态系统理论认

为，个体发展会受到不同系统的相互影响．当前，在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生态系统中，家庭、学校和社

会环境都存在着较大的变化．家庭方面，全面开放三胎的政策；学校方面，双减政策的实施［２］；社会方面，

新冠疫情常态化等，都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３－６］．因此，评估儿童青少年在新时

代背景下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状况，并依据结果探究及时有效的教育对策，对于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儿童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顺应环境、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

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动态关系过程，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社会协调状态的综合反映［７］．有

研究表明，社会适应包括社会适应状态、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过程［８］，而要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其核心是社会适应能力，因为个体内在的适应能力决定了个体的状态和适应过程［９］．因此，评估个体社会

适应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就应当评估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现有社会适应的评估工具主要包括３类：第一

类是依据社会适应领域编制的量表［１０－１２］，其评估的是个体在不同领域中的社会适应状态．然而，由于个体

的适应领域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依据适应领域来评估个体社会适应能力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二

类是依据适应的心理能力编制的量表［１３］，但此类量表较少考虑社会适应的心理过程．事实上，个体在适应

的不同阶段，其能力素养的要求不同．第三类是依据社会适应的过程编制的量表［１１］，但鲜有以儿童青少年

为被试对象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心理活动过程及其所需的心理能力要素相结合

的视角出发，研制评估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测量工具，目的是提高研究工具的跨领域适应性．
适应与否与个体在环境中面临的压力有着 紧 密 的 联 系．压 力 是 个 体 内 在 稳 态 受 到 威 胁（真 实 或 感 知

到的）时的状态［１４］，而社会适 应 是 个 体 内 在 心 理 系 统 对 外 在 环 境 变 化 的 应 对 过 程，具 体 表 现 为 适 应 什

么，如何适应，能否适应，是否表现出 适 应［１５］．因 此，压 力 应 对 的 过 程 即 个 体 对 刺 激 进 行 应 对，使 个 体

内在稳态恢复平衡的过程，与社会适应的过程密不可 分．现 代 应 激 理 论 指 出，应 激 作 为 压 力 应 对 的 一 种

方式，是个体感知到环境变化，对其威胁或挑战作出的 适 应 与 应 对 的 过 程［１６］．由 此 可 见，应 激 的 心 理 过

程可以反映个体心理适应的过程．根据心理应激的认知—交互 作 用 理 论［１７－１８］，外 界 环 境 刺 激 对 个 体 产 生

的挑战，并不直接引发个体的应对，而是通过个体对觉知到的应激源 的 认 知 评 价，以 及 个 体 一 直 以 来 的

应对策略倾向来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１９］．在发生应激反应之前，个体要经历应激源觉察→认知评价→应

付３个过程．应激源是引起应激的各种内外环境刺 激，包 括 生 物 性 的、心 理 性 的 和 社 会 性 的［２０］．认 知 评

价分为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通过初级评价，个体认识 应 激 源 的 性 质 和 重 要 程 度，判 断 自 己 是 否 受 到 威

胁，对应激源的觉察和初级评价是个体对外部事件 和 内 部 状 态 的 感 知 和 领 悟［２１－２２］，即 觉 察 力．有 研 究 表

明，具有更强情绪觉察力的儿童，在同伴中更受欢迎，且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共 情 和 亲 社 会 行 为，并 且 在 社 会

关系中拥有更积极的体验［２３－２５］．个体对刺激觉察之后，形 成 对 某 事 物 接 受 程 度 的 判 断，这 需 要 个 体 承 受

力的参与［２６］，承受力是指个体的身心接受外界刺激的能力，它具有内隐性的特点．该 能 力 的 强 弱 最 终 要

通过一定的应对方式表现出来［２７］，承 受 力 作 为 一 种 心 理 调 节 能 力，外 显 地 表 现 在 个 体 应 对 刺 激 的 心 理

和行为过程中［２８］．通过次级 评 价，个 体 评 估 自 己 的 应 对 力，选 择 应 对 方 式［２９］．应 对 力 能 增 强 人 的 自 信

心，是个体的内部资源或保护因素［３０］．此处的应对力指个体在认知和行为上对已有资源进行管理并将其

用于处理问题的能力．此外，次级评价还需要个 体 反 思 力 的 参 与．反 思 力 是 个 体 对 经 验 的 仔 细 探 索 和 评

估，从而创造意义，以实现平衡运作、学习和发展［３１］．已 有 研 究 表 明，部 分 处 于 不 利 环 境 中 的 儿 童 青 少

年，在未来的成长中适应良好［３２－３３］，这主要得益于复原 力，即 个 体 通 过 寻 求 支 持 等 方 式，促 进 或 修 补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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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恢复正常适应，并取得积极的、发展性的适应结果的能力．复原力使个体成功适应外部环境，达成与

环 境、生活的和谐．随后，个体反思力会发挥作用，促进个体再次进行认知评价，对当前经验的仔细探索

和 评估，审视个体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意志过程及环境的变化，以预防错误并获得成功．需要强调的

是，反思力不仅出现于某个单一阶 段，复 原 力 也 不 会 只 在 个 体 采 取 应 对 行 动 后 才 出 现．已 有 研 究 显 示，

应对方式会影响复原力［３４］，积极的应对方式和复原 力 的 各 个 因 子 的 正 相 关 性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３５］，复 原 力

高的个体倾向于采用寻求支持和改 变 价 值 观 念 体 系 的 积 极 应 对 方 式，而 较 少 采 用 回 避 和 发 泄 的 消 极 应

对方式．复原力还会促使个体反思［３６］．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对内在心理事件或外在环境事件的觉察，以及对事件的评价和接受程度，取决

于个体觉察力和承受力，而个体反思力影响了对自身应对力和应对方式的评估，应对力帮助个体达到内在

心理和外在环境中的平衡，复原力促使个体选择合适的应对方式，帮助个体与不利刺激对抗，而复原力又

促进了个体反思力．如此一来，在适应了刺激事件带来的不平衡状态之后，个体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高度．这

一过程中个体的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都得到增强，便可以更好适应下一个不平衡状

态．因此，本研究根据心理应激的认知—交互作用理论，结合社会适应的核心过程，包括事件的觉知、评

价、接受、应付和反思，构建了个体在社会适应过程中需要的心理适应能力模型（图１）．以此为基础，将本

研究中社会适应能力界定为个体与社会环境中的人、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顺应或改变环境、调

控自我，以达到平衡和谐状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不同能力，具体包括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

思力，并以此为基础编制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开发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测评工具．

图１　社会适应的心理能力要素模型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被试

样本１：预测样本，通过网络平台在线测试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９３５名儿童青少年，剔除规律性

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９２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４０％，其中男生问卷３０３份（３２．９３％），女生

问卷６１７份（６７．０７％），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２：正式施测，结合年级分层抽样和方便取样的方法，通过网络平台在线测试来自四川、重庆、辽

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市的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３　３６８名儿童青少年，剔除规律性作答、

极端数据等 无 效 问 卷 后，剩 余 有 效 问 卷３　２１７份，问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为９５．５２％，其 中 男 生 问 卷１　５９４份

（４９．５５％），女生问卷１　６２３份（５０．４５％），用于信效度检验及现状分析．
１．２　问卷编制的过程

１．２．１　初始问卷的编制

通过文献分析，并由心理学研究生组成的小组进行讨论，整理出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心理能力调查问

卷（专家咨询问卷），通过邮件等方式邀请１６名心理学专家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定义、理论模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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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５个维度进行评定，根据专家返回意见，对社会适应能力及各分

维度定义进行修订，如将承受力的界定从“个体承载负面刺激的能力和体验正面情绪的能力”更改为“对外

界刺激的接受程度”，应对力的界定强调了“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将复原力 与 学 界 普 遍 认 同 的“心 理 韧

性”概念作了区分，界定“复原力”为狭义的恢复能力，不包括承受和应对的能力，但在学界普遍使用的“心

理韧性”或“心理弹性”的概念中，个体的反弹能力与承受及应对能力有所重合［３７－３９］．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

编制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初始题目，经４名心理学研究生和１名心理学教授对题项进行挑剔性阅

读，经多次修改得到８８道题，其中觉察力维度１８题，承受力维度１５题，应对力维度１７题，复原力维度１６
题，反思力维度２２题．采用李克特５点计分，１－５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项目编制过程中遵循

简洁明了、符合青少年认知发展水平、无歧义和客观化４项基本原则．
１．２．２　初始问卷修订

根据样本１问卷结果，对初始问卷进行修订．
首先，将所有初拟的社会适应能力题项的总分按高分组（高分位２７％）和低分组（低分位２７％）的被试

划分为两个组；将这两组被试在各个题项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如果某个题项的高分组与低分组

的ｔ检验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则删除此项．结果显示，所有题项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有良好的区

分度．
然后，计算各题项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若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或相关系数低于０．３，则删除该题项．

删除相关系数小于０．３的１１个题项，剩余７７题．
最后，对７７个题项做探索性因素分析（ＥＦＡ）．为确保满足做ＥＦＡ的条件，首先运用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 验 对 数 据 进 行 检 验，结 果 表 明，ＫＭＯ 检 验 值 为０．９６５，且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检 验 结 果 卡 方 值 为

３２　６５１．６８４（ｐ＜０．００１），表明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极大方差旋转法，根据结果

进行项目筛选，标准如下：① 在所处因素上的因子载荷高于０．４０的项目；② 同时在多个因素上有较大因

子载荷的项目需删除，这表明该项目对因素的代表性较差；③ 因素的特征值大于１；④ 每个因素至少包含

３个项目；⑤ 依据研究的理论构想和项目内涵，剔除归类不恰当的项目和不能充分反映某因素特征的项目．
最终保留３０个项目、５个维度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正式问卷，共解释变异的５１．４９％，根据问卷编

制的理论构想和各因子包含的题项特征，得到各题目的所属维度及因子载荷（表１）．
表１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ｎ＝９２０）

题目
维度

反思力 觉察力 应对力 复原力 承受力

Ｑ１０我能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感受 ０．５９

Ｑ１４与陌生人接触时，我能觉察到对方的态度或情绪变化 ０．６４

Ｑ１５我能关注当前状态下自己的各种想法 ０．６６

Ｑ１６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我能意识到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０．６７

Ｑ１８我能觉察到同伴对我的看法 ０．６３

Ｑ２０我能意识到环境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疫情）对我的影响 ０．６０

Ｑ２４我能实时觉察自己的情绪变化 ０．６０

Ｑ３２面对压力时，我会更加努力 ０．４７

Ｑ３６我能拒绝诱惑专心处理当下的事情 ０．５３

Ｑ４２当事情不如意时，我可以很快进行调整，继续解决问题 ０．７６

Ｑ４３当事情发生意料之外的转变时，我能很快冷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计划
０．７１

Ｑ４６任何工作的完成都 需 要 我 将 外 部 环 境 中 的 有 效 资 源 和 自 身 努 力 有

效契合
０．５１

Ｑ４８我会尝试改善不良境遇的可能途径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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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题目
维度

反思力 觉察力 应对力 复原力 承受力

Ｑ４９我会尝试使用一些工具或技巧对我所拥有的资源进行管理 ０．５５

Ｑ５３我觉得做事情之前都要有个计划 ０．４７

Ｑ５５我认为任何资源都是可用的，都有价值 ０．７０

Ｑ５６我习惯把我积 累 的 知 识、人 脉、钱 财 等 资 源，按 不 同 的 功 能 划 分，

以在应对不同情境的时候运用
０．６３

Ｑ５８遇到困难时，我发现网络或书籍资料中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能有

效帮助我渡过难关
０．６４

Ｑ６８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友爱的集体中，大家都互帮互助 ０．６７

Ｑ６９我感觉我能得到他人的关注，并且在遇到困难时能得到安慰和支持 ０．７３

Ｑ７０社区举办的活动（知识讲座、义卖等）使我感到温暖 ０．７１

Ｑ７３当我遇到烦心事，我能找到朋友倾诉 ０．６０

Ｑ７４当我觉得自己精力耗尽的时候，我可以回家寻求支持 ０．６３

Ｑ８５我会反思自己对于困难的承受能力 ０．６５

Ｑ８６我会反思自己处理问题的应对方式 ０．６７

Ｑ９１对于他人处理某件事情的方式，我会从中吸取经验 ０．６０

Ｑ９２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会反思其中的原因 ０．６６

Ｑ９３我会主动去思考自己有哪些方面不足，并尝试去改善 ０．７１

Ｑ９４我会主动去思考他人（老师，同学或父母）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０．６６

Ｑ９７我会去分析自己使用的学习、沟通等策略和方法是否有效 ０．５８

特征根 ３．７０　 ３．６３　 ３．０６　 ２．８４　 ２．２０

解释变异量／％ １２．３５　 １２．０８　 １０．１９　 ９．４７　 ７．４０

１．２．３　正式问卷的施测

使用样本２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并使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本次

调查样本进行分析．
１．３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５．０和 Ｍｐｌｕｓ　８．３处理数据．

２　结果

２．１　项目分析

使用样本２数据进行分析显示，题 项 与 总 分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为０．５３～０．７３，且 临 界 比 率 法 显 示，前

２７％的高分组和后２７％的低分组ｔ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项目区分度良好，结论与样本１结果一致．
２．２　信度分析

儿童青少 年 社 会 适 应 能 力 问 卷 及５个 维 度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 数 为０．８４～０．９５，其 中 总 问 卷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５，分半信度为０．９２，说明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２．３　效度分析

２．３．１　结构效度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考察模型的拟合度（表２）．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将正式问卷设定为包含３０个观测变量的５因子模型，使用Ｍｐｌｕｓ　８．３对所有的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结果均显示拟合指数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ＳＲＭＲ＜０．０５，并且ＣＦＩ，ＴＬＩ都大于

０．９［４０］，且３０个题项的因子负荷均高于０．５，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良好，即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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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支持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且符合理论架构．
表２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拟合指数（ｎ＝３　２１７）

模型 χ２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ＡＩＣ　 ＢＩＣ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９０％ＣＩ）

因子载荷

一阶 ２　５２１．６１　 ３９５　 ０．９６　 ０．９５　 １９９　８６６．３　 ２００　４７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１（０．０３９，０．０４２） ０．５９～０．８４

二阶 ２　５６８．１４　 ４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５　 １９９　９０２．８　 ２００　４８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３） ０．５９～０．８４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８～０．７５，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７～
０．８９（表３），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且分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大于分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说明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３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结构效度

觉察力 承受力 应对力 复原力 反思力 总分

觉察力 １

承受力 ０．６０＊＊＊ １

应对力 ０．６４＊＊＊ ０．７２＊＊＊ １

复原力 ０．４８＊＊＊ ０．５９＊＊＊ ０．５９＊＊＊ １

反思力 ０．５９＊＊＊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５９＊＊＊ １

总分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８９＊＊＊ ０．７７＊＊＊ ０．８７＊＊＊ １

　　注：＊＊＊：ｐ＜０．００１．

２．３．２　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使用潘彦谷等［４１－４４］在已有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

２０１７）的适应能力分维度作为效标，计算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总分及其分维度得分与校标得分之间的相关

系数，结 果 如 表４所 示，社 会 适 应 总 分 与 各 维 度 得 分 均 与 效 标 问 卷 得 分 正 相 关 性 有 统 计 学 意 义（ｐ＜
０．００１），说明本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表４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

儿童青少年社会

适应能力问卷

小学生心理素质

问卷（简化版）

儿童青少年社会

适应能力问卷

小学生心理素质

问卷（简化版）

总分 ０．７８＊＊＊ 应对力 ０．６５＊＊＊

觉察力 ０．５２＊＊＊ 复原力 ０．７６＊＊＊

承受力 ０．６７＊＊＊ 反思力 ０．６９＊＊＊

　　注：＊＊＊：ｐ＜０．００１．

２．４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使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
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总体均分为３．９７（３分为中间值），这表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属

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承受力维度得分最低，觉察力维度得分最高．
以社会适应能力总分及各分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独生与否、留守与否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ｔ

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女生，具体到分维度，觉察力、复原力和反思力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男生的承受力和应对力显著高于女生；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除反思

力外，其余４个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非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留守儿童，且各分维度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在年级上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级间的社会适应能力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社会适应能力总分，小学六年级高于其他年级，小学五年级、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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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小学四年级高于初中二年

级、高中三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觉察力维度，小学六年级高于小学五年级、初

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高

于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高中三

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承受力维度，小学六年级高于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

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初中一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

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小学四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于高中一年级；应对力维度，小学

六年级高于其他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

高中三年级；复原力维度，小学六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于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

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

三年级；反思力维度，小学六年级高于小学四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

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于小学四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高中三年级，小学五年

级、高中二年级高于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具体趋势如图２所示．
表５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现状分析表

样本量
社会适应能力

Ｍ　 ＳＤ

觉察力

Ｍ　 ＳＤ

承受力

Ｍ　 ＳＤ

应对力

Ｍ　 ＳＤ

复原力

Ｍ　 ＳＤ

反思力

Ｍ　 ＳＤ

总体 ３　２１７　 ３．９７　 ０．５６　 ４．０８　 ０．６０　 ３．８１　 ０．７６　 ３．８９　 ０．６３　 ３．９８　 ０．６３　 ４．００　 ０．６６

性别 男 １　５９４　 ３．９９　 ０．５９　 ４．０９　 ０．６３　 ３．８７　 ０．７７　 ３．９３　 ０．６５　 ４．００　 ０．７９　 ４．００　 ０．６９

女 １　６２３　 ３．９４　 ０．５３　 ４．０７　 ０．５７　 ３．７５　 ０．７３　 ３．８６　 ０．６０　 ３．９６　 ０．７７　 ４．００　 ０．６３

ｔ　 ２．２８＊ ０．８４　 ４．４１＊＊＊ ３．２２＊＊ １．５８　 ０．２８

年级 小学四年级 ６９　 ４．０４　 ０．５０　 ４．２３　 ０．６２　 ３．９０　 ０．７１　 ３．９５　 ０．５８　 ４．２１　 ０．６７　 ３．９０　 ０．６８

小学五年级 ２９５　 ４．１０　 ０．５４　 ４．１９　 ０．６１　 ３．９８　 ０．７２　 ４．０４　 ０．５９　 ４．２７　 ０．６３　 ４．０４　 ０．７２

小学六年级 ２８６　 ４．２３　 ０．５９　 ４．３０　 ０．６４　 ４．１４　 ０．７８　 ４．１７　 ０．６６　 ４．３４　 ０．７０　 ４．１９　 ０．７２

初中一年级 ２２６　 ４．０８　 ０．５３　 ４．１１　 ０．５８　 ４．０２　 ０．６９　 ４．０３　 ０．６２　 ４．１２　 ０．７７　 ４．１１　 ０．６３

初中二年级 １５０　 ３．８３　 ０．５８　 ３．９３　 ０．６８　 ３．７４　 ０．７２　 ３．７７　 ０．６８　 ３．８１　 ０．７６　 ３．８６　 ０．６５

初中三年级 ５５　 ３．９０　 ０．５５　 ４．０３　 ０．６３　 ３．７２　 ０．８３　 ３．７４　 ０．６７　 ３．９９　 ０．７３　 ３．９５　 ０．５３

高中一年级 １　１９０　 ３．９０　 ０．５５　 ４．０６　 ０．５８　 ３．６９　 ０．７６　 ３．８２　 ０．６１　 ３．８８　 ０．８１　 ３．９５　 ０．６４

高中二年级 ５００　 ３．９５　 ０．５４　 ４．０６　 ０．５６　 ３．７８　 ０．７２　 ３．８６　 ０．６２　 ３．９５　 ０．７４　 ４．０３　 ０．６４

高中三年级 ４４６　 ３．８９　 ０．５５　 ３．９９　 ０．５９　 ３．７５　 ０．７２　 ３．８３　 ０．６０　 ３．８１　 ０．７９　 ３．９８　 ０．６４

Ｆ　 １６．３７＊＊＊ ９．５６＊＊＊ １６．０９＊＊＊ １４．３６＊＊＊ ２１．０４＊＊＊ ６．０６＊＊＊

独生与否 独生 １　０９８　 ４．０１　 ０．５７　 ４．１５　 ０．５９　 ３．８７　 ０．７６　 ３．９３　 ０．６３　 ４．０５　 ０．７８　 ４．０２　 ０．６７

非独生 ２　１１９　 ３．９４　 ０．５５　 ４．０５　 ０．６０　 ３．７８　 ０．７５　 ３．８７　 ０．６３　 ３．９５　 ０．７８　 ３．９９　 ０．６５

ｔ　 ３．５０＊＊＊ ４．６２＊＊＊ ３．１１＊＊ ２．６８＊＊ ３．３３＊＊ １．１４

留守与否 留守 ３７８　 ３．８２　 ０．５９　 ３．９５　 ０．６０　 ３．６６　 ０．７５　 ３．７５　 ０．６４　 ３．７８　 ０．８２　 ３．８８　 ０．６６

非留守 ２　８３９　 ３．９９　 ０．５５　 ４．１０　 ０．６０　 ３．８３　 ０．７５　 ３．９１　 ０．６２　 ４．０１　 ０．７７　 ４．０２　 ０．６６

ｔ －５．４１＊＊＊ －４．５６＊＊＊ －４．００＊＊＊ －４．８６＊＊＊ －５．３８＊＊＊ －３．７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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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分年级情况

３　讨论

本研究旨在编制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评估问卷的基础上，探究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状况及影响

因素．经过文献研究、模型建构、专家咨询、预施测、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本

研究编制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而且模型拟合较好，最终结果符合理论构想．

３．１　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严格遵循心理学量表编制的程序以确保科学性．首先，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根据心理应激的

认知—交互作用理论提出了理论构想，根据个体应对压力事件的已有研究，将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

建构为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力和反思力５个维度，并根据专家咨询问卷反馈，对５个维度的含义

做了进一步的修正，以此为基础，形成初始问卷．然后，进行问卷的预施测，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结

果支持了构想模型，形成５个因子共计３０个题项的正式问卷．最后使用正式问卷再次收集数据，对问卷的

信效度进行评估．信度方面，５个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４～０．９５，其中总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９５，分半信度为０．９２，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效度方面，本研究编制的儿童青少年

社会适应能力问卷各维度及总分与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２０１７）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效标关联

效度良好，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结果均显示拟合指数ＲＭＳＥＡ 和ＳＲＭＲ 小

于０．０５，并且ＣＦＩ，ＴＬＩ都大于０．９，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探索性因素分析过程中，各维度的方差变异解释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反思力、觉察力、应对力、复原力

和承受力，这反映了各个维度在社会适应能力中的重要性程度的变化．反思力和觉察力在社会适应能力中

重要性较高，根据本研究提出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模型，觉察力帮助个体觉察到事件并影响后续心理反应和

行为应对方式，在“事件和评价”两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个体反思力参与到次级评价过程，并对

自身应对力和应对方式的评估产生影响，因此反思力在“评价、应付、反思”３个环节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承受力在５个维度中位居最后，方差变异解释率略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该维度题目数量略少；另一方面，

承受力是指个体的身心对外界刺激所能接受的程度，具有内隐性特点，本研究通过问卷测量的方法对于承

受力的测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探索．

３．２　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现状

本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均值为３．９７分，这表明社会适应能力总体状况良好，说明个

９第８期　　　　　　　 　刘丽，等：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的编制与应用



体在面对外界刺激源时，基本上具备协调自身和环境的能力，能够利用自身的调节系统调动相应的社会资

源以应对环境事件，最终能够从刺激中恢复过来，达成与环境和生活和谐、融洽一致的状态．在各维度上，

觉察力、复原力和反思力得分高于承受力和应对力，得分均在３．８分及以上，这表明儿童青少年在各维度

的能力表现良好．
性别上，总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分维度上，其中觉察力、复原力和反思力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但男生的承受力和应对力显著高于女生，这与此前研究结果一致［４５］，这可能是社会对于男女性

别角色期望的不同，如我们鼓励男孩子，要成长为“小男子汉”，要勇敢地面对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难而上，

保护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而对于女孩子，我们更多的叮嘱是：“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从而使得男生有更

强的抗挫折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其承受力及应对力．但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显示［４５－４６］，相

较于女生，男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更低，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提示不同的研究对象，可能存在不同的性别

差异结果．
年级上，小学四到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社会适应能力得分均高于４分，其中小学六年级社会适应能力

得分最高．而初中二、三年级及高中３个年级得分均低于４分，初中二年级得分最低．这说明，处于青春期

的学生面临更多的学业压力和人际交往压力，与此同时，其社会支持却随年级的升高而下降［４８］，故而显示

出更低的社会适应能力水平；小学六年级处于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即将转变学习环境，学生对于未来的

初中生活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和憧憬，社会适应能力水平较高．而初二学生正处于少年向成熟青年期过渡

的关键期，生理发展迅速致使心理发展不稳定，自我发展压力高［４９］，容易表露出沮丧、失意、不满、焦虑等

紧张情绪，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独生子女在总体社会适应能力和除反思力外的４个子维度上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此结论提示，在

全面开放二胎，鼓励三胎的背景下，多子女家庭更需要关注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情况［５０］．留守学生

在社会适应能力和各个分维度上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这与此前研究一致［５０］．

３．３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社会适应的心理能力要素模型并将社会适应能力划分为觉察力、承受力、应对力、复原

力和反思力５个维度，编制了社会适应能力问卷．经检验，自编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使用包含全国各区

域的样本数据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儿童青少年社会适

应能力的现状．但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自陈问卷可能会存在社会赞许效应，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

上加入多角度评估，如老师、家长的评价；第二，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状况的分析，仅通

过横断面数据分析，可能存在组群效应，若需进一步了解其各维度能力的发展，仍需考虑与追踪研究相结

合；第三，本研究尚未建立全国常模，后续可建立全国常模，分析个体在社会适应能力的５个维度上的具

体情况，对低于常模水平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研究．

４　结论

本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问卷》具有较好的理论构想，良好的信效度指标，是研究儿童青

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工具；我国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较好，在性别、年级、独生与否和留守与否

等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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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及其影响因素专题

主持人语

社会适应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核心问题，是衡量其社会性发展和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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