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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esilience, social adaptation and perceived so-
cial support in urban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300 urban migrant 
children from Chengdu completed measure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Resilience Scale, 
Social Adaptation scal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resilience, social adaptation and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gender, grade, and whether they were only 
children or not. Resilience is remarkab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Resilienc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o-
cial adapta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43.41%.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Resilienc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ation 

 
 

城市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冯秋阳，唐  浩，赖俊芳 

重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18年12月23日；录用日期：2019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19年1月11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1004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1004
http://www.hanspub.org


冯秋阳 等 
 

 

DOI: 10.12677/ap.2019.91004 27 心理学进展 
 

 
 

摘  要 

为了解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基本状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故选取成

都市的300名流动儿童，运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和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SASCA)以及少年儿

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三个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领悟社

会支持和社会适应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在总分和各维度上均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不完全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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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

渐转向城市，社会的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流动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不

再以“单身外出”的形式流动，而是以“举家迁徙”的形式外出(刘晓天，2014)。也就孕育出了一大批新

的城市弱势群体——“流动儿童”。在我国，城市的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主要从事强度大的

体力劳动和社会地位低的服务性工作，收入低，生活环境差，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也较差。同时，

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流动儿童不可能享有和城市本地儿童一样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

就使得他们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国内外的研究发现，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了

许多社会适应问题(Parente & Mahoney, 2010)。 
心理韧性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方向研究范畴的热点问题。对于心理韧性，学术界尚未给出界定清楚

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对心理韧性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心理韧性常常被阐述为一种稳定的个性

特质或能力，使个体免受危险和逆境的消极影响(Hollister-Wagner, Foshee, & Jackson, 2010)，如：Hauser 
(1999)认为心理韧性是一种调节适应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针对个体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需要以及逆境

(Hauser, 1999)；Markstrom et al. (2000)认为心理韧性是一种个体纵使面对不幸的生活经验，也能够克服并

且得到成长的个人特质(Markstrom, Marshall, & Tryon, 2000)。心理韧性也被描述为遇到危险后的一种积极

适应结果(Joseph, 1994)。国内对于心理韧性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剖析国外心理韧性及其研究进展，如

宋广文(2010)等对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及教育歧视进行了阐述(宋广文&周方芳，2010)，席居哲

(2012)等讨论了心理韧性研究的出路(席居哲&左志宏，2012)。另外还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如王永(2013)
等研究了大学生的心理韧性状况，以及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王永&王振宏，2013)，席居

哲等探讨了不同心理韧性高中生的日常情绪状况与情绪自我调节方法(席居哲&左志宏，2013)，陈琴(2014)
等对情绪和心理韧性在认知重评策略与生活满意度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陈琴&王振宏，2014)。 

社会支持是一个人能够通过社会交往获得的能减少心理压力，减缓精神应激状态，从而提高个体社

会适应水平的保护因素(李强，1998)。社会支持分为客观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两类。客观社会支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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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遭遇困难挫折以及面对压力时，得到来自社会上主要是亲人朋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直接帮助；

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感受到他人尊重、支持和理解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研究结

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比客观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胡韬，2010)。并且，领悟社会支持还

可通过改善个体应付环境的方式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目前关于社会适应定义也还没有一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看法：方晓义(2003)等人主要从外显行为和

内隐问题两个方面来研究社会适应(方晓义，张锦涛，孙莉，&刘钊，2003)。陈敏(2011)等人认为社会适

应是指个体在面对周围环境改变时，通过改变自己应付环境的方式主动去适应新环境的过程(陈敏，2011)。
陈建文、黄希庭(2004)认为社会适应性是一种人们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必备的心理素质(陈建文&黄希庭，

2004)。胡韬(2010)认为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具

体包括学习与学校适应，生活与活动适应、社会关系与观念适应三个方面(胡韬，2010)。许松芽(2011)等
人表示社会支持影响心理韧性，外倾性，有较多的社会支持的学生心理韧性水平普遍较高(许松芽，2011)。 

李志凯(2009)通过对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

着显著的正相关。主观支持与心理韧性的相关程度比客观支持与心理韧性的相关度高(李志凯，2009)。吴美

玲(2010)对福州地区的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及其各个维度与心理弹性及其各个维度之间都存在显

著正相关。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中，与心理韧性相关水平最高的是支持利用度。这说明获得的社会支持越

多，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其心理韧性总体水平就越高(吴美玲，2010)。刘慧(2012)对留守儿童心理韧性与适

应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与适应性以及心理韧性各维度与适应性各维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

就是说心理韧性水平越高，适应性强。同时，心理韧性水平能够显著预测适应能力，其中人际协助对适应性

预测力最强(刘慧，2012)。王园园(2005)等人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的关系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支

持和社会适应的关系不同，特定的社会支持类型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起到重要的作用(王园园，方晓义，&程

虹娟，2005)。曾守锤(2012)研究西方关于高危儿童心理弹性时发现高危儿童在压力状态下的保护因素，比如

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最后得出社会支持是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保护因素之一(曾守锤，2012)。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针对流动儿童这一对象的关于心理韧性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心理韧性这一积极

心理特质对流动儿童成长发展有其重要作用。本研究将研究视角从流动儿童的发展困境转移到寻找其保

护因子，扩宽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范围，将研究视角从流动儿童的发展困境转移到寻找其保护因

子，扩宽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范围。同时，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们也开始重视个体适应环境的重要资源—社会支持，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心理韧性在社

会支持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丰富了流动儿童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研究立足于

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有助于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调查于 2016 年三月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成都市招收流动儿童的公立小学和公立中学各一所，

每所学校抽取三个班，共抽取六个班级的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300 名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

卷 286 份，问卷有效率 95.3%，有效被试中，男生 150 人，女生 136 人；独生子女 160 人，非独生子女

126 人。其中：小学四年级 45 人，小学五年级 57 人，小学六年级 50 人，初中一年级 56 人，初中二年

级 46 人，初中三年级 32 人。被试年龄 9-15 周岁，平均年龄 12.23 周岁，标准差 1.34 周岁。 

2.2. 研究工具 

青少年儿童心理韧性量表。采用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量表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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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个题目，包括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二阶因素。由于心理韧性主要是指个人方面的特质或能力，故本研

究只采用心理韧性量表中的个人力因素的项目。该部分共 15 个项目，李克特五级计分，包括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因子。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4 (胡月琴&甘怡群，2008)。 
少年儿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胡韬编制的《少年儿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四个因素，

即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学校支持 3 个正向支持因素和欺负与歧视一个负向支持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四个因素模型拟合较好。量表 α信度系数为 0.748，重测信度 0.933，效度较高(胡韬，2010)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采用胡韬编制的《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该量表由人际友好、活动参

与、学习自主、生活独立、环境满意、人际协调、社会认同、社会活力 8 个一阶因素和社会关系与观念

适应、学习与学校适应、生活与活动适应 3 个二阶因素构成。八个因素的 α系数在 0.656~0.806 之间，总

量表的 α系数为 0.921，重测信度系数为 0.907 (胡韬，200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的特点 

3.1.1. 性别差异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具体

结果见表 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表 1.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 

项目 男(n = 150) 女(n = 136) t 

领悟社会支持 44.650 ± 1.983 49.122 ± 1.341 4.889** 

社会适应 144.466 ± 1.487 148.67 ± 0.897 4.008** 

心理韧性 21.453 ± 0.567 23.551 ± 0.551 3.478** 

*P < 0.05，**P < 0.01，下同。 
 

从表 1 可以看出，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韧性三个变量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性。

女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韧性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3.1.2. 年级差异 
以年级为分组变量，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具体结果见

表 2。 
 
Table 2. Grade differences of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表 2.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的年级差异 

项目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F 

领悟社会支持 45.231 ± 2.019 46.365 ± 1.455 48.684 ± 1.665 47.443 ± 1.998 48.668 ± 0.683 49.520 ± 0.842 1.557** 

社会适应 140.770 ± 1,478 143.785 ± 1.367 146.754 ± 0.567 145.887 ± 1.547 147.334 ± 0.463 149.312 ± 0.547 2.455** 

心理韧性 20.476 ± 1.983 21.789 ± 1.458 22.647 ± 0.764 22.887 ± 2.584 23.894 ± 387 24.134 ± 0.734 1.445**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1004


冯秋阳 等 
 

 

DOI: 10.12677/ap.2019.91004 30 心理学进展 
 

从表 2 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儿童在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在不同年级上

具有显著差异性，除了七年级在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有所下降之外，基本上随着年级的增

长三者均呈显著增长的趋势。 

3.1.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 
以是否是独生子女为分组变量，以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韧性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3。 
 
Table 3. Urban migrant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between only 
and non-only children 
表 3. 城市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韧性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 

项目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领悟社会支持 46.422 ± 1.744 48.021 ± 1.319 2.776** 

社会适应 145.588 ± 1.487 148.60 ± 0.934 3.301** 

心理韧性 22.565 ± 0.578 22.874 ± 0.653 −1.526**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得出，城市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韧性在是否是独生子女方

面具有显著差异性，非独生子女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韧性水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3.2.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将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及其各个维度做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表 4.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家庭支持 同伴支持 学校支持 欺负与歧视 社会支持总分 心理韧性(个人力) 

社会关系与观念适应 0.424** 0.393** 0.493** 0.263* 0.481** 0.528** 

生活与活动适应 0.255* 0.276** 0.509** 0.269* 0.260* 0.263* 

社会适应总分 0.422** 0.371** 0.562** 0.264* 0.488** 0.513** 

心理韧性(个人力) 0.385** 0.294** 0.446** 0.231* 0.413** 1.00 

 

从表 4 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在总分各个维度上均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社会适应与学校支持相关度最高：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总分及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心理韧

性与社会关系与观念维度相关度最高；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

心理韧性与学校支持相关度最高。 

3.3. 心理韧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回归系数检验法，检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检验

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对因变量(社会适应)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对
中介变量(心理韧性)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检验中介变量(心理韧性)对因变量(社会适应)的回归系数是否

显著。第三步，检验当考虑中介变量(心理韧性)后，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对因变量(社会适应)的影响。

如果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仍为显著，则中介变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如果变为不显著，则为完全

中介效应(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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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检验步骤，检验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5。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mental resilience 
表 5.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检验 

步骤 检验关系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t 值 

第一步 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会适应 y = 0.488x SE = 0.224  t = 5.310** 

第二步 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影响社会适应 

m = 0.413x SE = 0.133  t = 4.302** 

y = 0.513m SE = 0.159  t = 5.663** 

第三步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影响社会适应的多元回归 
y = 0.334x SE = 0.228  t = 3.570** 

0.375m SE = 0.165  t = 4.010** 

 

在表 5 中 y 表示社会适应，x 表示领悟社会支持，m 表示心理韧性，通过第一步和第二步的检验发

现，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显著，即流动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社会适应。

第三步的检验发现，社会适应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偏回归系数显著(r = 0.334, p < 0.01)，所以心理韧性起不

完全中介作用，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大小为：0.413 × 0.513 = 0.21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0.212 
÷ 0.488) × 100% = 43.41%。由此可见，领悟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心理韧性实

现的。 

4. 讨论 

4.1. 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领悟社会支持的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具有显著差异，女生三

者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同(苏霞，李忠晓，&董振华，2016)。这可能是因为男女生

的性格差异的不同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面对困难，女生更倾向于向亲人，朋友寻求精神上和物质上的

帮助，她们可以选择哭泣，可以向周围的好朋友宣泄自己的不满或痛苦，而且她们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些

支持去适应不利的环境。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男生从小就被要求要独立，遇到困难，大多采取默

默承受，独立解决的方式，而当自己的能力有限时，就会出现失望沮丧情绪，以至于造成适应不良和较

低的心理韧性水平(苏霞等，2016)。 
此外，研究还发现除了七年级的学生之外，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水平随

着年级的增长逐渐提高，这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七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再加上如约而至的

青春期，自我意识不断膨胀，叛逆，情绪两极性，孤独，自卑，这不仅不利于他们适应新环境，对心理

韧性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年级越高，他们经历了更多的学习上，生活上的挫

折，那些挫折不仅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而且会让他们越挫越勇，从而提高心理韧性水平(张春梅&黄玲玉，

2016)。同时，随着流动儿童个性，认知，社会性的发展，社会适应水平和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随着心理

的发展不断提高。 
本研究还发现，非独生子女的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领悟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这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更容易在家被溺爱，更容易得到全家人全部的呵护，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们为他们独

当一面，经历的挫折较少，一旦遇到较大的挫折就很难从里面走出来，而且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他

们考虑问题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主动寻求同龄人的交流，合作，支持，这些因素均不利于心理韧性的

发展(丁洁，杨红培，&赵泽，2013)。而非独生子女恰恰相反，因为自己并不是家里唯一的小孩，父母们

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而忽略掉自己，所以他们比起非独生子女，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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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的独立，遇到挫折更容易找到有效的处理方式，也更容易从挫折中走出来，所以心理韧性水平较

高。而因为兄弟姐妹的存在，比起非独生子女，他们多一种亲密的社会支持，遇到挫折时，他们也可以

向他们需求帮助，所以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水平都较高。 

4.2. 城市流动儿童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心理韧性的关系研究 

城市流动儿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一致(王园园等，2005)。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的一种保护性因素，有利于个体适应不利环境。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中

四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其中心理韧性与学校支持相关度最高。有研究表明，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

越多，那么他在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时所采用的积极应对方式就越多，如解决问题，求助等。反之，就

会较多地运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自责，幻想等(姬彦红，2013)。亲密的家庭关系，学校关系，同

伴关系在流动儿童对抗挫折时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08)。教育中要帮助流

动儿童领悟到来自学校，家庭，同伴的社会支持，要极力避免对流动儿童的歧视与欺辱。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社会适应总分及各个维度呈显著正

相关，其中心理韧性与社会关系与观念维度相关度最高。心理韧性水平越高，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越强，对人际关系有着更恰当的把握，在遇到挫折时，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多。同时，自信和心理控

制作为心理韧性的保护因子，可以使流动儿童保持轻松的心境，已到达积极适应的目的。 

4.3.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分析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确实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不完全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3.41%。看来，心理韧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一结果显示，在提高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教育中，一方面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来自学校，家庭，同伴的

社会支持，提高他们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另一方面，还应提高他们的心理韧性水平。不应使他们完全被

保护的状态，应让他们适当地亲身尽力一些挫折，学会应付挫折的有效方式，提高抗挫能力，这对于提

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5. 创新点 

本研究将流动儿童现存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困境归纳为适应不良。这样能从宏观上把握流动儿童问

题所在，将流动儿童问题的各种表现抽象为适应不良，于是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就转向提高流动儿童的

适应性上，通过提高流动儿童的适应性来改善流动儿童现状。以往心理韧性研究中，是将心理韧性作为

结果变量，探讨其他变量与心理韧性的关系，而本研究中，将心理韧性视为中介变量，是个人内在的一

种心理特质，认为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社会适应。检验心理韧性是否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

起中介作用，为最终实现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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