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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对孤独感的影响，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自尊量表(SES)和青

少年孤独感量表对湖北省襄阳市99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26.0和Process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建模。

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都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孤独

感水平；而个体的自尊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领悟社会支持不仅能够

直接预测中学生孤独感水平，还可以通过自尊对孤独感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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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on loneliness of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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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students,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adolescent loneliness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99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SPSS26.0 and Process we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and both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can nega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However,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ne-
liness.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the loneliness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loneliness through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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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独感是个体处于自身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时所感知到的缺失性主观心理感受。孤独感是当前中学

生普遍存在的一种负性情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短时间内的孤独体验并不会对

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性的孤独就会引发相应的一些情绪障碍，进而影响人的心理健

康水平(邹昌浪等，2018)。在 1973 年，Weiss 就提出了孤独的类型理论，其中提出孤独感作为个体一种

极其复杂的情感，它的维度一定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Weiss 将其划分为情感孤独(emotional loneliness)
和社交孤独(social loneliness)两种类型。他认为，情感孤独是指与家庭、朋友和恋人等的情感疏离

(inadequate attachment)，社交孤独是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缺乏有效交往。一些研究者对过去的研究进行

了纵向梳理，结果表明，孤独感不但与高风险疾病的发病和死亡密切相关，还与自杀、抑郁等心理问题

密切相关。此外，孤独感作为一个显著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它不但会给个人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还会给个人的社会适应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高倩，佐斌，2009)，这些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前人对影响孤独感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对孤独感的影响较大。社会支持是

指一个人从家庭、朋友和社会中得到的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根据社会支持的性质，它可以被划分

为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两类(王小新，宗利娟，2012)。研究者探索发现，

除了个体得到的直接的社会支持，个体自身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往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是

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感受，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发展。在现有的关于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相关

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自尊是个体基于自身价值所做出的一种主观评价，也就是个体对自己所持的一般观点和态度。在对

学生群体的研究中发现：自尊越高的个体，孤独水平越低(Teneva & Lemay, 2020)。也有研究发现：自尊

与中学生的学业成就有关，也会影响中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体验(Islam, 2021)。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作为影响个体孤独感的两个重要因素，研究者分别对其与孤独感的关系进行了

大量探究，但是将二者结合去综合探索它们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研究对象集中于大

学生群体，缺乏在中学生群体中的讨论。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自尊水平(万
浩东，安莉娟，2022)。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均能对孤独感有作用的情况下，领悟社会支持能否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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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的作用，间接地对孤独感产生作用，需要研究者去探索。特别是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初探期，也是最敏感脆弱，需要各方支持和保护的时期。因此，本研究以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拟

考察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对孤独感的影响，同时探讨自尊的中介作用，为降低中学生孤独感的干预提供

实践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初一至高三年级(中学)的青少年作为被试，某高校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志愿参与调查的

研究生在湖北省襄阳市 6 所省(市)级、县级重点中学以及普通中学基于分层抽样的原则进行实地调查。总

计向 1115 名中学生发放问卷，有效回收问卷 1115 份，回收率 100%，剔除信息不完整、反向计分等问题

问卷 120 份，得到有效问卷 995 份，总有效率为 89.24%。995 名中学生的年龄在 11~17 岁间，平均年龄

13.80 ± 1.60 岁；性别：男性 503 人(50.60%)，女性 492 人(49.40%)；独生子女有 511 人，非独生子女有

484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采用基于 Zimet 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所翻译修订的中文版(钟霞等，2005)。量表共包含 12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包含家庭、朋友、其他支持 3 个维度，得分越高，则表示个体感受与体会到的

社会支持程度越高。为了更适合中学生这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将“其他支持”维度中所叙述的“领导、

同事”表述更改为“老师、同学”。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其中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的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4、0.87、0.85。 

2.2.2.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采用 Rosenberg 在 1965 年开发的用于评估青少年有关自我评价以及对自身接受程度整体感觉的量表

(Rosenberg, 1965)，该量表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测量我国青少年自尊水平中。其中文版共包含 10 个项目，

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2.2.3. 孤独感量表 
采用 Asher 等人编制的儿童孤独感量表基础上，由国内学者李晓巍等人修订的适用于中学生群体的

中学生孤独感量表(李晓巍等，2014)。一共有 21 个项目，采取 5 点计分的方式，具体包括了四个维度，

分别是：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社交需要未满足感，除了社交能力知觉维度的高分

代表了积极评价之外，其他 3 个维度的高分都代表了消极评价，总体得分越高，则表示孤独感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孤独感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其中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社交

需要未满足感 4 个维度的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6、0.86、0.86、0.82。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选取湖北省襄阳市六所中学的中学生作为被试，在与校方进行沟通并取得了学生本人的同意

之后，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解释，并在同一时间在各自教室进行集体施测。受试者必须认真阅读相关的

说明文字，并按说明填写的说明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全部的调查结果都会在现场被回收。所得数据

运用 SPSS26.0 和 Process 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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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将变量纳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

验因素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4.35%，小于 40%的临界值，

说明本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及孤独感现状 

中学生的孤独感、领悟社会支持以及自尊在性别、是否留守两项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无差异，而留守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得分高于非留守中学生；男生的自尊得分

高于女生，而在是否留守上没有显著差异；女生的孤独感得分高于男生，留守中学生的孤独感相较于非

留守的中学生得分更高(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lonelines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 (M ± SD) 
表 1.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的描述性统计(M ± SD) 

 
性别 

t 
留守 

t 
男 女 是 否 

领悟社会支持 41.27 ± 11.77 41.16 ± 11.62 0.15 39.15 ± 11.38 41.74 ± 11.71 −2.82** 

自尊 28.92 ± 5.58 27.69 ± 5.85 3.39*** 27.64 ± 5.47 28.49 ± 5.80 −1.89 

孤独感 47.48 ± 17.20 49.67 ± 17.79 −1.98* 50.96 ± 16.97 47.95 ± 17.62 2.1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如表 2 所示，四个孤独感维度(社交能力知觉维度、同伴地位评价维度、社交需要未满足和纯孤独感

维度)都与三个领悟社会支持维度(家庭、朋友和其它支持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与

孤独感的总得分均呈显著的负相关，p < 0.01。再者，领悟社会支持总得分和自尊总得分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正相关(0.54**)。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loneliness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自尊、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社交能力知觉 同伴地位评价 社交需要未满足感 纯孤独感 总孤独感 

家庭支持 −0.40** −0.27** −0.28** −0.31** −0.37** 

朋友支持 −0.54** −0.47** −0.42** −0.44** −0.55** 

其他支持 −0.50** −0.40** −0.37** −0.41** −0.49** 

总领悟社会支持 −0.53** −0.42** −0.40** −0.43** −0.52** 

自尊 −0.43** −0.39** −0.39** −0.46** −0.4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4. 自尊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此基础上，以“领悟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孤独感”作为因变量，“自尊”作为中介变量，

建立领悟社会支持作用于孤独感的中介模型。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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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loneliness 
图 1.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由图 1 可知，中介模型直接效应显著(=−0.54, p < 0.001)，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0.24)/(−0.78) = 

30.77%，中介效应检验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表 3. 自尊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效应量 BC-bootstrap 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0.54 [−0.63, −0.45] 

间接效应 −0.24 [−0.30, −0.18] 

注：BC-bootstrap 置信区间是指偏差校正后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 

4. 讨论与展望 

4.1. 孤独感与领悟社会支持、自尊之间的关系 

4.1.1. 孤独感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中学生的孤独感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其

孤独感水平会更低，验证了此前研究者发现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孤独感水平。本研究发现，领

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中的社交能力知觉维度相关性最高。这说明，当中学生感觉到自身受到的社会支持

程度越高，他们对自身社交能力知觉程度越高，其自身的孤独感水平就越低。另外，本研究发现领悟社

会支持中的朋友支持分维度与中学生的孤独感具有最高的相关性。这说明，相比于来自其他人的支持，

来自朋友的支持更容易降低中学生孤独感水平。原因可能是，在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朋友这一角色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他们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也更接近，使得他

们往往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旦得到来自朋友的支持，会大大降低其孤独感水平。因此，家长以及老师

等应注重中学生的正常社交行为，鼓励中学生建立稳定的朋友支持网络，这有助于他们远离孤独感可能

带来的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 

4.1.2. 孤独感与自尊的关系 
结果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中学生往往孤独感水平更低。这可能是由于自尊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

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中学生的孤独感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在本研究中，自尊与孤独感中的纯

孤独感维度相关性最高。这说明，当中学生的自尊水平较低时，他们自身就会存在一些诸如纯孤独感的

不良特质(Asher et al., 1984)，进而会影响其自身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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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 
与前人研究一致，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可以说明，中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

持是个体自尊水平的来源之一。同时，本研究也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中的其他维度与中学生的自尊相关度

最高。这说明来自老师等其他人的支持，对中学生的自尊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作为中学生目

前的首要任务，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而老师作为直接教育者和责任人，其语言以及行为等与中学

生的自尊息息相关。教师要在平时的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鼓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我价值，

帮助中学生保持良好的自尊水平。 

4.2. 自尊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孤独感中的中介作用 

上述相关分析以及中介作用的结果表明，中学生自尊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的作用。这说明中学生所得到和感受到的来自于朋友、家庭、教师、社会等的支持与帮助越多，更有

利于个体建立起面对挫折的能力与信心，提升自身的自尊水平，进而自身降低孤独感水平。 
由于中学生处于青春期以及学业的高压期，他们对孤独感的感知会更加敏感，当一个人的情感不稳

定，那么他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研究结果，在对中学生的教育和引导过程中，

家庭、学校与社会可以从中学生所得到以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中学生自身自尊水平的提升两个方面入

手。其一，通过家庭、朋友、社会等多个层面上的积极支持与关怀，来减少中学生的孤独感体验。特别

是，除了大众所关注的家庭支持外，朋友和老师方面的支持应及时予以重视，不要限制中学生的交友，

鼓励中学生在与同伴交往中共同成长，中学生获得的支持和关爱越多，就越可以减少他们的孤独感体验，

这也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其二，注重对中学生自尊的培养与提升，从而避免其因自身自尊水平

较低，导致产生一系列不良的孤独体验。通过提升中学生的自尊水平，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观感体验，来

降低他们的孤独感体验，使他们拥有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特别是教师群体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中学生

的心理健康，给予其更多的鼓励与包容，进而提升自尊水平，降低孤独感。 

4.3. 研究意义与启示 

领悟社会支持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诸多方面息息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以及对社会支持的良好感知

对中学生远离孤独感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对保护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意义。以往研究更关注于外

部因素对中学生孤独感的影响，如留守、社会支持等，而较少关注中学生自身领悟社会支持与自我评价

也就是自尊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结果的启示在于，除了家庭、亲友、高校以及社会等要给予中学生足够

的支持与关爱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中学生的自尊水平，降低其孤独感体验水平，从而保持一个良好的

身心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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