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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华侨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自我同一性与师生依恋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GSES)、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师生依恋量表于2020年12月对浙江省温州市4~6年级的小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1) 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各个维度，即时间分裂、自我意识过强、精力涣散、

认同扩散、权威混乱、定向迷失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儿童；作为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

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2) 自我效能感在师生依恋和自我同一性

危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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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self-identity crisis and teacher-student 
attac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left behind children. Methods: During the December 2020,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self-identity crisis scale, teacher-student attachment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upils of grade 4~6 in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Results: 1)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self-identity crisis, including time division, self-consciousness, energy laxity, 
identity diffusion, authority confusion and orientation lost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were signif-
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one only-child children; 2)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cher-student attachment and self-identity crisi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is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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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也在不断演变，越来越多人出于经济原因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工作，

于是诞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目前我国已有不少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涉及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

学等多个领域。 
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家乡无法和父母

双方一起共同生活的儿童。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进行细分，又可以将其区分为父母在国内除家乡外的其

他区域工作，以及父母在国外工作两种情况。父母在国外工作的这类留守儿童构成了华侨留守儿童这一

群体。潘玉进、田晓霞和王艳蓉(2010)认为华侨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至少一方长期在国外生活的，年

龄在 8~16 周岁的，留守时间在 3 个月及以上的儿童。 
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最早由埃里克森提出，并在之后的几十年内成为心理学的热门研究主题，国内外

从事该主题相关研究的学者据其发展特点对自我同一性做出了不同的定义。黄希庭和郑涌(2000)认为自我

同一性是个体自我一致的心理感受，包括个人、社会、个体的主客体方面，以及自身对历史任务的认识

和个人愿望统合。华侨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陪伴，需要独自面对各种生活事件，其自我同

一性的发展可能会受到这一原因的影响，呈现出与普通儿童不同的特点。 
自我同一性在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发展，通过与环境和他人的互动，以及个体的

自我整合逐渐达到同一，对自我的发展完善和社会人格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自我同一感的缺失，

则会导致个体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使个体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不利于其健康

成长。 
华侨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这有可能对其身心发展造成影响。对 8~16 岁的发展中

儿童来说，这一年龄阶段是个人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自我同一性的构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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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家庭和学校作为华侨留守儿童的重要生活环境，来自这两个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甚至造成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埃里克森(1998)在其著作中提出，自我同一性危机是指自我否定了原有的未分化的、朦胧不清的、非

成熟的自我，但又尚未找到新的自我，是指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模糊了自身的状态，处于一

种自我的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的不连续状态中。马向真(2004)在对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的研究上

进一步提出自我同一性危机是指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反映了自我在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

的不连续。对于华侨留守儿童来说，8~16 岁是其发展自我的重要阶段，学校与家庭是其重要的生活环境。

而环境中的因素会对其自我同一性的构建产生影响，有可能造成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危机。由于其家庭环

境中已经存在缺失父母陪伴这一因素，并且家庭因素具有独特性。因此，笔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校园环境

中。 
在校园环境中，对华侨留守儿童来说，从老师处获得的支持与教导对其自我同一性的构建有重要作

用，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有重要意义。已知在家庭中，亲子依恋是衡量其亲子

关系的重要标准，亲子依恋的不同模式会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进入校园后，儿童的依恋对象除父母外

增加了老师，师生依恋是指儿童与老师之间依恋关系，也是衡量师生关系的重要指标。师生依恋的发展

不仅会对儿童适应学校生活、发展同伴关系产生影响，还会对其自我的发展和完善产生影响。包克冰(2005)
在其研究中提到儿童与教师之间发展出的依恋模式会对儿童今后的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产生深远的作

用。Roeser，Midgley 和 Urdan (1996)的研究也发现师生依恋关系较亲子依恋关系能够更有效地预测幼儿

的社会性发展。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Bandura (1982)对自我效

能感进行如下定义，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华侨留守儿童

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有可能会受到自我效能感的发展。杨倩怡和李方君(2018)的研究证明，青少年的自我

同一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已知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已有针对华侨留守儿童的

研究中，谭钧文和李航(2018)发现华侨留守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为中等水平，对教师的信任及班级环境

状况总体良好。 
华侨留守儿童缺乏父母陪伴，亲子依恋的发展可能受此因素的影响。笔者重点关注师生依恋对其自

我同一性发展的影响，已知，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的缺失会导致个体

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而华侨留守儿童相较于普通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缺失父母的陪伴，更有可能

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在华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之中，师生信任、自我效能感和自

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日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研究思路。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温州市瓯海区某侨乡的两所小学中随机抽取四、五、六共三个年级、15 个班级进行问卷调

查，发放问卷 520 份，回收 478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45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9%。

在 452 位参与调查的被试中，华侨留守儿童 103 人，国内留守儿童 36 人，普通儿童 308 人。华侨留守儿

童中，四年级被试 44 人，五年级被试 39 人，六年级被试 20 人，男生 54 人，女生 49 人。 
其中，独生子女占比 22.3%，非独生子女占比 77.7%。华侨留守儿童大部分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

起生活，占比 83.5%；与叔叔阿姨或其他亲戚一起生活的占比 4.9%；与兄弟姐妹或同学一起生活的占比

1%；与其他人一起生活的占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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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家长如何联系方面，大部分华侨留守儿童都采用多种方式和父母进行联系，比如同时使用微信

和 QQ 这两种联系方式同家长进行联系。其中，微信和电话是最主要的联系方式，使用微信与家长进行

联系的儿童占比 90.3%，使用电话和父母进行联系的儿童占比 54.4%。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运用师生信任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青少年自我同一性问卷进行测量，使用 IBM 
SPSS 22.0 以及 Amos26.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1) 师生信任量表 
对师生依恋进行测量所选用的测量工具是由 AI-Yagon 和 Mikulincer 编制的师生依恋问卷，原问卷共

26 道题目，采取五点计分，共 3 个维度，分别为“帮助”、“接纳”和“拒绝”。后经国内学者包克冰

修订，将“帮助”与“接纳”合为一个维度。其中，“帮助和接纳”是指个体会主动向依恋对象寻求帮

助，以及能够感受被依恋对象所接受的感受。“拒绝”是指个体感受到被依恋对象拒绝。本研究中，“帮

助和接纳”维度的 α系数为 0.922，“拒绝”维度的 α系数为 0.811。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简称 GSES)，由 Ralf Schwarzer 及其同事于 1981 年

编制，国内学者张建新对该问卷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工作。在之后的研究中，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

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 10 道题，采用四点计分。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862。 
3)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 
自我同一性危机量表由西南师范大学黄希庭教授所编制，共 30 道题目，包括 6 个维度，分别是时间

分裂、自我意识过强、精力涣散、认同扩散，权威混乱，定向迷失。采用五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

2 表示比较不同意、3 表示不确定、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哪个维度的分数高表示被试在该

维度具有较高的危机感。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已在研究中被证明为是有效的测量工具。在本研究中各维

度的 α系数分别为时间分裂 0.834、自我意识过强 0.684、精力涣散 0.653、认同扩散 0.813、权威混乱 0.669、
定向迷失 0.600。 

3. 研究结果 

3.1. 华侨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危机调查现状分析 

如表 1 所示，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普通儿童。除了在自我意识

过强这个维度上华侨留守儿童的得分略低于普通儿童外，其余各个维度的得分也均高于国内留守儿童。

也就是说，华侨留守儿童比普通儿童具有更强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具有更差的自我同一性水平。 
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发现，华侨留守儿童、普通儿童与国内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危机的时间分裂、自

我意识过强、认同扩散、权威混乱以及定向迷失这五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对其得分做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华侨留守儿童在时间分裂(p = 0.008 < 0.01)、自我意识过强(p = 

0.017 < 0.05)、精力涣散(p = 0.025 < 0.05)、认同扩散(p = 0.000 < 0.01)、权威混乱(p = 0.004 < 0.01)以及定

向迷失(p = 0.000 < 0.01)六个维度上，均与普通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华侨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

高于普通儿童的得分，即华侨留守儿童比普通儿童具有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华侨留守儿童比普

通儿童的自我同一性更差。但华侨留守儿童与国内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

显著差异，普通儿童与国内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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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self-identity crisi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表 1. 不同群体自我同一性危机得分的比较 

 时间分裂 自我意识过强 精力涣散 认同扩散 权威混乱 定向迷失 时间分裂 

普通儿童 14.27 ± 5.51 16.27 ± 6.43 14.62 ± 4.41 13.83 ± 5.74 12.94 ± 4.82 13.58 ± 5.14 14.27 ± 5.51 

华侨留守儿童 16.02 ± 6.45 18.02 ± 6.66 15.75 ± 4.61 16.52 ± 5.98 14.59 ± 5.62 15.84 ± 4.57 16.02 ± 6.45 

国内留守儿童 15.94 ± 6.18 19.58 ± 5.67 14.61 ± 3.74 14.36 ± 5.76 14.00 ± 4.86 14.69 ± 4.83 15.94 ± 6.18 

F 4.248* 6.175** 2.612 8.338*** 4.450* 8.107*** 4.248* 

p 0.015 0.002 0.074 0.000 0.012 0.000 0.015 

(注：*p < 0.05，**p < 0.01) 
 

如表 2 所示，华侨留守儿童在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一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在华侨留守儿童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在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

女在各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of self-identity crisis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of overseas Chinese left 
behind children 
表 2. 华侨留守儿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差异分析 

 非独生子女 
(n = 80) 

独生子女 
(n = 23) t p 

时间分裂 15.36 ± 6.26 18.30 ± 6.70 -1.955* 0.053 

自我意识过强 17.13 ± 6.71 21.13 ± 5.54 -2.615** 0.010 

精力涣散 15.16 ± 4.38 17.78 ± 4.88 -2.457** 0.016 

认同扩散 15.41 ± 5.77 20.39 ± 5.14 -3.733*** 0.000 

权威混乱 13.91 ± 5.59 16.96 ± 5.17 -2.338* 0.021 

定向迷失 15.08 ± 4.51 18.48 ± 3.78 -3.296*** 0.001 

 
如表 3 所示，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来自父母离异家庭的华侨留守儿童和普通家庭的华侨留守

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六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3.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self-identity crisis of overseas Chinese left behind children with divorced parents or 
not 
表 3. 父母是否离异华侨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危机差异分析 

 父母未离异 
(n = 48) 

父母离异 
(n = 55) t p 

时间分裂 16.33 ± 6.93 15.75 ± 6.04 0.460 0.647 

自我意识过强 17.44 ± 7.30 18.53 ± 6.06 −0.828 0.410 

精力涣散 15.94 ± 4.80 15.60 ± 4.48 0.366 0.715 

认同扩散 15.83 ± 5.85 17.13 ± 6.09 −1.096 0.276 

权威混乱 14.54 ± 5.72 14.64 ± 5.59 −0.85 0.933 

定向迷失 15.73 ± 5.11 15.93 ± 4.09 −0.218 0.828 

 
如表 4 所示，四年级男生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四年级女生，但五年级男生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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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我同一性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却没有呈现出规律性，六年级男生与女生的得分也不存在明显的规律

性。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e and gender in the self-identity crisis 
表 4. 自我同一性危机在年级与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时间分裂 自我意识过强 精力涣散 认同扩散 权威混乱 定向迷失 时间分裂 

四年级 女 15.65 ± 6.47 16.10 ± 6.39 14.90 ± 3.95 15.55 ± 7.00 15.15 ± 6.15 14.25 ± 4.77 15.65 ± 6.47 

 男 17.04 ± 6.80 18.71 ± 7.01 16.70 ± 4.93 19.25 ± 6.25 16.38 ± 6.35 16.92 ± 5.73 17.04 ± 6.80 

五年级 女 15.88 ± 6.24 17.29 ± 6.22 16.33 ± 3.85 16.17 ± 4.76 13.88 ± 5.77 16.54 ± 3.71 15.88 ± 6.24 

 男 16.27 ± 7.29 17.53 ± 8.25 15.33 ± 4.64 16.53 ± 7.31 13.53 ± 5.03 16.07 ± 3.20 16.27 ± 7.29 

六年级 女 14.30 ± 5.85 20.50 ± 7.18 14.90 ± 6.56 14.30 ± 4.64 12.60 ± 3.06 14.00 ± 4.08 14.30 ± 5.85 

 男 16.00 ± 6.41 20.20 ± 7.48 15.40 ± 5.06 15.00 ± 5.27 14.50 ± 5.30 16.20 ± 4.80 16.00 ± 6.41 

 
通过单变量方差分析发现，将年级和性别分别作为自变量进行检验，华侨留守儿童的自我同一性危

机在年级和性别上的主效应并不显著，年级*性别的交互作用也并不显著。如表 5 所示，时间分裂、自我

意识过强、精力涣散、认同扩散、权威混乱以及定向迷失这六个维度均不存在性别与年级的显著差异。 
 
Table 5. ANOVA of self-identity crisis in gender and grade 
表 5. 自我同一性在性别与年级上的方差分析 

 性别主效应 年级主效应 性别*年级交互作用 

时间分裂 0.230 0.704 0.085 

自我意识过强 1.561 0.366 0.465 

精力涣散 0.163 0.192 0.889 

认同扩散 1.500 1.631 0.922 

权威混乱 1.746 0.612 0.317 

定向迷失 0.508 2.334 1.286 

3.2. 华侨留守儿童的师生依恋、自我同一性危机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运用AMOS结构方程对华侨留守儿童师生依恋、自我同一性危机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其模型拟合指数如表 6 所示，该模型拟合较为理想。由图 1 可知，中介模型各路径系数均显著，华侨留

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在师生依恋和自我同一性危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华侨留守儿童的师生依恋负向

预测其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华侨留守儿童的师生依恋越好，其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越低，相反，师生

依恋越差，其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越高。 
如表 7 所示，其中，师生依恋对自我同一性危机的直接效应值为 0.43，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4，总效应值为 0.504，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 14.68%。 
 
Table 6. Intermediate model fitting index table 
表 6. 中介模型拟合指数表 

 CMIN A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华侨留守儿童 1.726 0.863 0.913 0.847 0.961 0.930 0.960 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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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of teacher-student attachment, self-efficacy and self-identity cri-
sis of overseas Chinese left behind children 
图 1. 华侨留守儿童师生依恋、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同一性危机中介模型图 

 
Table 7. Mediation model path coefficient table 
表 7. 中介模型路径系数表 

 标准化系数 C.R. p 

师生依恋→自我效能感 0.200 2.057 ** 

师生依恋→自我同一性危机 −0.431 −4.259 *** 

自我同一性危机→自我效能感 0.368 3.686 *** 

4. 讨论 

4.1. 华侨留守儿童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埃里克森在二战期间对受到创伤、缺乏同战后生活的联系从而无法适

应社会生活的士兵们进行观察研究时提出的。在此后，这一概念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

学、教育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等多个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但埃里克森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是

根据应用范围的不同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也导致日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多有分歧。 
可以肯定的是，自我同一性的含义是多元且丰富的，埃里克森(1998)曾说明自我同一性具有个别性、

一致性和连续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以及社会凝聚力四个特点。在本研究中将自我同一性定义为个体自我

一致的心理感受，即强调自我同一性的整体性与综合性。 
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的坚定的、一致的认知，而自我同一性危机则刚好

与之相反，是指个体的同一性处于混淆与扩散的状态中，具有冲突性和分散性。 
研究结果发现，华侨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相比，其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儿

童，即华侨留守儿童与国内普通儿童相比，具有更强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其自我同一性的程度更低。与

国内普通儿童相比较，父母长期不在身边陪伴是两者之间的共性，但对华侨留守儿童而言，父母与孩子

之间相隔的物理距离更远，甚至会由此产生时差，而这会直接影响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

国内国外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也会增加双方沟通交流的困难。而缺少沟通则说明父母缺少对孩子

的陪伴与关怀，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从父母处，从而影响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结合调查结果来

看，华侨留守儿童主要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作为其主要监护人，祖辈相较于年轻家长来说，具有精力

较差、教育理念欠缺等特点，而这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在社会适应、人际交往等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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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我同一性的健康发展。 
研究结果还发现，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上不存在年级和性别的显著差异，说明在 4~6 年

级这一年龄阶段，华侨留守儿童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不存在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这一年龄阶段的孩

子处在自我发展的重要的时期，会受到生活事件、父母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等的影响，具有复

杂性和不稳定性，在数据变化上表现为自我同一性危机不存在差异。 
在“父母是否离异”这一维度上，来自离异家庭的华侨留守儿童和非离异家庭的华侨留守儿童在自

我同一性危机的各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时由于对于华侨留守儿童来说，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因此，父母是否离异对其影响相对较少。 
通过对“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维度进行自我同一性危机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在华侨留守儿童

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在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为独生子女的华侨留

守儿童在各个维度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即作为独生子女华侨留守儿童具有

更强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更差的自我同一性水平。由于华侨留守儿童大部分由祖辈，即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作为主要监护人，相对于父辈的年轻家长来说，精力较差，且缺乏正确健康的教育理念，因此无法

很好的兼顾孩子生理与心理的成长与教育。非独生子女往往还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孤独感，因此能够发展出较好的自我同一性水平。而独生子女则更加孤独，因此，

自我同一性危机更显著，自我同一性水平更差。 
以上研究结果对华侨留守儿童如何更好的发展自我同一性提供了一些研究视角，华侨留守儿童在父

母长期在国外务工不在身边的情况下，需要监护人提供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便更好的发展其自我同一

性。 

4.2. 华侨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在师生信任和自我同一性危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华侨留守儿童的师生信任直接负向预测其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并通过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其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发展水平。对华侨留守儿童来说，良好的师生信任关系能够提

高该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同时降低其自我同一性危机，帮助其达到良好的自我同一性水平。反之，不良

的师生信任关系，会导致华侨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偏低，自我同一性危机增强。 
在埃里克森之后，国外学者 Marcia 和 Luyckx 等人都对自我同一性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进

行了详细的分类。比如，Marcia 根据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将自我同一性划分成四种状态；而 Luyckx 等人

(2006)则构建了自我同一性的双环模型将其划分为六种状态。相应的，自我同一性危机特分别在这两位学

者的模型中找到了对应的分类。比如 Marcia (1966)的自我同一性早闭和混淆，Luyckx 等(2006)的沉浸延

缓和扩散混淆两种状态，均与自我同一性危机相对应。 
国内学者施春华，王宝军和王青(2019)提出可以将自我同一性危机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性不足，一

类是同一性冲突。前者是指个体无法做出恰当承诺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后者则是指个体在做出承诺后发

现承诺与行动之间存在冲突。可见，自我同一性危机具有发展性和情境性两个特点。会受到个体自身发

展与个体所接触环境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理论最早由社会认知理论的倡导者班杜拉提出，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

成功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心。张鼎昆，方俐洛和凌文辁(1999)认为自我效能感通过对个体的认知、动机、态

度等产生影响，最终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对个人成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成长发展与身边环境、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息息

相关。埃里克森也曾提出自我同一性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首先，

个体自我同一性的构建需要综合以往的生活经验进行全面的思考。其次，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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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其生理与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性格特质、人际交往能力、同伴关系等等。而自我效能

感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师生信任作为小学阶段的儿童参与人际交往的重因素，均会对个

体的自我同一性发展产生影响。 
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能够更好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结合华侨留守儿

童的生活实际来看，其主要接触的环境为家庭和学校，家庭方面存在着父母陪伴缺失这一情况，因此，

更需要学校中的老师提供陪伴与支持来弥补父母陪伴缺失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对华侨留守儿童自我同

一性危机进行研究时，将师生信任作为重要的变量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在华侨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中，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同一性危机之

间仍存在显著相关，并将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证明了自我效能感在师生信任和自我同一

性危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希望能够为日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这一研究思路，为华侨留守儿童

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5. 结论 

1) 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各个维度，即时间分裂、自我意识过强、精力涣散、认同扩散、

权威混乱、定向迷失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儿童。华侨留守儿童比普通儿童具有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具有更差的自我同一性水平。 
2) 作为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华侨

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比非独生子女的华侨留守儿童具有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具

有更差的自我同一性水平。 
3) 华侨留守儿童的师生依恋显著负向预测其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即师生依恋越强，自我同一性危

机水平越差，师生依恋越弱，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越高；自我效能感在师生依恋和自我同一性危机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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