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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纵向研究，考察期中地位竞争动机在入学初教师支持和期末生活满意度间的

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量表、地位竞争动机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对1028名初一新

生进行调查。结果：入学初教师支持、期中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以及期末生活满意度之间呈两

两正相关关系；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在入学初教师支持和期末生活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但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论：教师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地位竞争动机水平，但不同

类型的地位竞争动机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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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d-term status competition motiva-
tion on teacher support and final term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a longitudinal study. Methods: 
1028 first-year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tudent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scale, sta-
tus competitive motivation scale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Result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mid-term prestige and dominance status competition motivation 
and final term life satisfaction. Mid-term prestige status competition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final term life satisfaction, but dominance status competition 
has no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Conclusion: Teacher support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ivid-
ual status competition motivation, but different types of status competition motivation have dif-
ferent effects on individual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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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一作为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时期，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阶段[1] [2]。环境的变化、新的学校

及其结构，以及与教师关系的变化等都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重大的影响[3] [4]。事实上，已有研

究发现，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是抑郁症的高发阶段[5]。因此，研究这一时期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

增强学生的生活质量、顺利渡过青春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个体的生活满意度[6]，即个体基于自我选择标准对

其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7]。研究证明，生活满意度与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高度相关性，例如，

吸烟、攻击行为、抑郁、焦虑等，可以有效地反应出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8] [9]。 
研究已发现，诸多因素会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例如，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效能感、

父母养育方式等[10]。除此之外，社会生态模型(social-ecological model) [11]认为，人类是在与其所处的

多个系统(家庭、邻里、学校、社区、社会)的双向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父母支持对

个体的学业和良好行为的发展以及其生活满意程度具有重要作用[12]。而随着其步入校园和年龄的增加，

逐步出现了其他重要的支持系统，即教师对学生的支持。教师支持[13]是指学生感知到的老师的信任和公

正，认为老师尊重自己并关心自己的学业和生活。以往研究已经发现，教师支持可以影响学生的生活满

意程度。例如，有研究发现，师生关系质量可以影响学生的学校满意度[14]；并且学生获得的教师支持与

其对学校环境安全的感知有关，从而能够提高其对学校的满意度[15]。国内也有研究发现，积极的教师支

持行为可以让学生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有助于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提高对学校的正向

情感，进而促进其生活满意感的提升[16]。祁丽萍学者[17]也发现，学生对自己以及环境是否满意都与教

师支持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诸多证据均证明了教师支持对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较少有研究考

察过在过渡期这一关键时期内两者的关系。 
另外，过渡期内往往伴随着一种常见的现象，即新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s)和社会等级(social 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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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chies)的建立[18]。社会等级对个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越高的等级代表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群体资

源[19] [20]。因此，在群体建立初期(例如过渡期)，个体往往会使用攻击性策略(aggressive strategies)来确

立和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21]。但除了可以通过攻击行为确立社会等级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其他更符合社

会道德规范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即竞选班级干部。而在追求团体中更高的地位时，往往存在

两种不同的动机类型，即不同的地位竞争动机。如果个体是为了更多的资源(例如，权利、支配感和控制

感)而去竞争更高地位时，形成的则是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如果个体是为了更高的荣誉、面子和尊严感

而去竞争更高地位时，形成的则是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22] [23]。这两种动机类型似乎都可以提高学生在

过渡期内的生活满意度。因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24]，内部动机水平越高，个体的行为表现则越好，同时

其幸福感也会越强。而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实际上也体现的是个体的内部动机。因此，两种地位竞争动机

可能均会促进学生在过渡期内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教师支持程度则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地位竞争动机水

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25]，个体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高级需要才会出现。更高的地位追求

属于自我实现的需要[26]，因此教师对学生的支持在满足其尊重的需要后将会进一步促进学生追求更高的

地位。由此可见，在过渡期内，两种地位竞争动机可能在教师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过渡期内，教师支持可能会影响学生在过渡期的生活满意度，而地位竞争动机可能在两

者间起着中介作用。目前，虽然有研究考察了教师支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并未考察过渡期这一

关键时期两者的关系，且尚未有研究考察过地位竞争动机与两者的关系以及其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因

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地位竞争动机在教师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另外，以往研究发现，横断

面研究实际上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不能证明其具有因果关系，而纵向研究可以较好的

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本研究将通过一项持续一个学期的纵向研究，考察在过渡期中，教师支

持对初一新生生活满意度的纵向预测作用，及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作用。具体假设如下(模型见图 1)。 
H1：入学初教师支持、期中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以及期末生活满意度间呈两两正相关关系。 
H2：期中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在入学初教师支持和期末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Figure 1. Hypothesis diagram of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图 1. 多重中介作用模型假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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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贵阳市 2 所中学全体初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计收回问卷 1028 份。剔除胡

乱作答数据后，最终剩余有效问卷 911 份(有效率为 88.62%)，其中男生 548 份，女生 580 份，被试平均

年龄为 12.45 岁(SD = 0.53)。 

2.2. 测试流程 

本研究分别在初一新生开学初(入学第一周)，期中(入学两个月)和期末(入学四个月)三个时间节点上

开展测评，均由心理学研究生在课堂上完成施测。其中，开学初、期中和期末三次测评中分别只收集了

教师支持、地位竞争动机和生活满意度的问卷数据。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分别在初一新生开学初(入学第一周)，期中(入学两个月)和期末(入学四个月)三个时间节点上

开展测评，均由心理学研究生在课堂上完成施测。其中，开学初、期中和期末三次测评中分别只收集了

教师支持、地位竞争动机和生活满意度的问卷数据。 

2.3.1.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欧阳丹等[27]编制的学生感知教师支持量表。该量表共 19 题，分为学习支持(共 9 个题项)、

能力支持(共 4 个题项)和情感支持(共 6 个题项)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6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合，6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其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就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McDonald’s ω系数为 0.87。 

2.3.2. 地位竞争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莫文杰[28]编制的地位竞争动机量表。该量表共 6 题，其中威望型和支配型各 3 题。该量

表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合，6 = 完全符合)，各维度得分越高，代表相应的动机水平越高。

另外，该量表原本施测的是已工作的社会群体，因此本研究对量表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将“报酬”、

“权力”、“工作”等词汇替换为了“班干部职位”、“班级职权”、“学习”。本研究中威望型地位

竞争动机维度的 Cronbach’s a 系数为 0.67，McDonald’s ω 系数为 0.73；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2，McDonald’s ω系数为 0.64。 

2.3.3. 生活满意度量表 
本研究采用 Diner [29]编制的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该量表共包含

了 5 个项目，采纳 Likert 7 级计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3，McDonald’s ω系数为 0.87。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根据 SPSS 分析结果显示，其中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计

6 个，且首个因子仅能解释 24%的变异，小于临界标准 40%，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0]。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1 汇总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新生在开学初感知到的教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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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期中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以及期末的生活满意度四者间呈两两正相关关系(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1 入学初教师支持 12.45 0.53 1    

2 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 75.67 14.07 0.34** 1   

3 期中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 9.55 2.76 0.21** 0.46** 1  

4 期末生活满意度 9.64 2.67 0.27** 0.25** 0.15** 1 

注：**p < 0.01。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estige and dominance status competition motivation 
表 2. 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中介作用检验 

 标准化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入学初教师支持→期末生活满意度 0.20 0.13 0.26 

入学初教师支持→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期末生活满意度 0.06 0.03 0.09 

入学初教师支持→期中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期末生活满意度 0.01 -0.01 0.02 

总中介效应 0.06 0.04 0.09 

总效应 0.26 0.21 0.33 
 

 
注：***p < 0.001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path diagram 
图 2. 中介效应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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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通过 Process3.5 插件，使用偏差校正的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多重中介检验方法考察地位竞争

动机的中介效应(其中抽样次数共计 5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其中，自变量为入学初教师支持，中介

变量为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和期中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因变量为期末生活满意度。表 2 和图 2 的

结果显示，首先入学初教师支持对期末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其次，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

效应显著，但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4. 讨论 

4.1. 教师支持、地位竞争动机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首先新生入学初感知教师支持水平与其期末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

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教师作为学生在学校环境中重要的支持系统[31]，对学生在过渡

期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学生感知到来自教师的关爱、尊重和信任时，其归属需要可以得到

满足，从而提高他们对自我的认同与肯定[17]，进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另外，期中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均与期末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

是一致的。高动机水平会促使个体做出更多行为以达到竞争目的[28]，在此过程中，更多的行为会拉近个

体与目标的距离，进而逐步满足个体的需求，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程度[32]。 

4.2. 地位竞争动机在教师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纵向中介作用 

根据多重中介模型结果发现，本研究假设 2 并未完全得到证实。本研究证实了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

动机在入学初教师支持和期末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并未发现期中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

作用。 
具体来说，学生入学初感知到的教师支持水平可以显著提高学生期中时的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

动机水平，但只有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可以显著提高学生期末的生活满意度，这与本研究的假设是不一

致的。对此，本研究认为出现这种相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持有不同类型竞争动机的个体，其心理特性是

不同的。持有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个体，往往具有很强的控制欲[28]。而以往研究发现，控制欲越高的

个体，其消极情绪可能会越高，从而导致其总体幸福感水平降低[33] [34]。因此，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可

能使个体在追求目标地位时，伴随着较高的消极体验。而持有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个体旨在获得他人

的认可和尊重[28]，其在追求目标地位同时，往往会提高其自身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另外，持有支配型

地位竞争动机的个体往往精于算计，倾向于将有才能的团队成员视为潜在的威胁，并不惜通过一些损害

团队利益的行为来维持地位，而持有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的个体往往则倾向于优先考虑集体的利益[35]。
因此，采用威望型动机的个体往往比采用支配策略的人更受欢迎[36]。这可能也是期中时的威望型动机在

入学初教师支持和期末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原因之一。 

4.3. 研究优势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纵向中介模型考察了影响过渡期中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类

型的地位竞争动机对学生的生活满意程度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对教师的日常工作有一定的启发。并且，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纵向研究，因此可以部分的说明变量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竞选班级

职位时，教师应引导学生建立威望型的竞争动机，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其整体的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感。

但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西部地区，可能代表性较差，未来可以使用更

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一步考察。其次，本研究并未控制一些额外变量，比如人格、气质、经济地位等因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2693


李岳麟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12693 5087 社会科学前沿 
 

素，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相关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 

5. 结论 

1) 小学到初中过渡期中，教师支持、威望型和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以及生活满意度间呈两两正相关

关系。 
2) 小学到初中过渡期中，威望型地位竞争动机在教师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3) 小学到初中过渡期中，教师支持可以提高学生的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但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并

不能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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