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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PSMM)对505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中职生的学校归属感

情况，从人际关系、学校认同和在校安全感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现状及特点。结果

表明：从总体来看，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较强，他们在学校认同这一维度上的得分最高，而在人际关

系方面得分较低。中职生的学校归属感在性别、专业、年级及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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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PSMM) to con-
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05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school 
belong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deeply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
ristic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chool identity and campus safe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 the whole,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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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students had a stronger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they scored the highest on the 
dimension of school identity and lower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terms of gender, 
major, grade and place of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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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学习情况以及未来的成败不仅受到其个人的能力与勤奋度的影响，还受到很多

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外界因素中学校社会关系的质量尤为重要(Allen & Kern, 2017)。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理论提出归属感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我们需要喝干净的水，吃健康的食物、拥有一个安全

的居所；当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归属感的需要就如同饮食与呼吸一样重要。Allen & Bowles (2013)
研究发现学校归属感的重要性比学生的学业成功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归属感的

研究越来越多，归属感对学生的个人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学校归属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研究领域，它在

培养幸福感和促进心理健康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学校归属感这个概念在教育和心理学领域已经提出了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早

期的西方学者 Goodenow (1993)指出：学校归属感(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得到老师

和同学们的接受、尊重和支持的感觉，在学校生活和课堂活动中感觉自己是重要的一部分。从学生的情

感角度来看，Libbey (2004)更强调学校的联结，他认为学校归属感反映的是学生自身感受到自己是否属

于学校。基于我国的国情，国内学者包克冰和徐琴美(2006)指出：学校归属感是指学生对自己所就读的学

校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愿意承担作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以及乐于参与

学校活动。上述概念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校归属感进行定义，但主体都是围绕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来进

行解释。 
由于学校归属感的强弱影响着学生对于学校生活的兴趣以及学生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所以这一领域

的研究不断发展。Sari (2012)发现学业成绩与学校归属感之间直接相关，学生的学业成绩高，学校归属感

也会更强。学校归属感还与主观幸福感有关，O’Rourke & Cooper (2010)的研究显示：学校归属感对学生

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预测作用；Jose, Ryan & Pryor (2012)评估了 10~15 岁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情况，结

果显示：学校归属感可以显著预测更高的幸福水平。此外，学校归属感还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Anderman (2002)的研究发现：学校归属感与学生的抑郁水平相关，学校归属感低的学生更容易产生抑郁

情绪。国内学者包克冰等人(2006)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与中学生的自我概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对学

校归属感高的学生的自我概念就高，对学校归属感低的学生的自我概念就低。 
综上所述，学校归属感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自我概念具有积极的影响。先

前研究多集中于学校归属感的相关研究，多探索单一维度且聚焦中小学生群体。本研究从学校认同、人

际关系以及在校安全感三个维度对中职生学校归属感进行深入探讨，分析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现状与

人口学特点，为中职院校培养与提高学生学校归属感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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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吉林地区某中职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从各年级各专业进行整群随机抽

样，共选取 505 名学生参与调查，人口学基本信息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distribution of participant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1. 被试人口学信息分布表 

人口学信息 类别 N 

性别 男 254 

 女 251 

民族 汉族 439 

 其他民族 66 

生源地 农村 403 

 城市 102 

专业类型 文科 283 

 理科 108 

 艺体 114 

年级 一年级 244 

 二年级 207 

 三年级 54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235 

 否 270 

在校身份 学生干部 115 

 非学生干部 390 

合计  505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中文版学校归属感量表(PSMM)作为学校归属感的测评工具。该量表是由张盈霄等人于

2021 年基于 Goodenow (1993)编制的原量表修订的中文版，共有 16 个项目，分为人际关系、学校认同和

在校安全感三个维度；其中人际关系维度包含条目 2、3、4、6、8、9、13，学校认同维度包含条目 1、5、
14、15，在校安全感维度包含条目 7、10、11、12、16；采用 Likert6 点计分，“1”表示“从来没有”、

“2”表示“几乎从来没有”、“3”表示“有的时候”、“4”表示“经常”、“5”表示“很经常”、

“6”表示“总是这样”；其中，14 为反向计分项；反向计分后各条目相加即为总分，分数越高，表明

学校归属感越强。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8，各因子的 α系数 0.740~0.849 之间；总量表的分

半信度为 0.879，各因子的分半信度介于 0.693~0.854 之间。 

2.3. 研究程序 

2023 年 4 月 19 日至 27 日，在某中职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全面展开团体施测。经过培训的班主任使

用统一的指导语，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施测。在施测过程中，要保证所有被试都能理解问卷的内容与要求，

说明伦理原则，获得知情同意；以排除社会赞许效应，确保回答真实可靠，问卷完成后统一收回。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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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份，回收 505 份，有效回收率 97%。 

2.4.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统计与分析 

3.1.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基本情况 

表 2 为中职学生学校归属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数越高表示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越强。将学校归属

感总分从低到高分为四等份，取中间值为 60，得出该所学校的学生学校归属感属于中等程度。 
 

Table2.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ense of belonging description statistic 
表 2.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描述统计 

学校归属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学校归属感 16.00 96.00 60.144 14.922 
人际关系 7.00 42.00 24.233 7.357 
学校认同 4.00 24.00 16.471 4.080 

在校安全感 5.00 30.00 21.346 5.494 

3.2.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的人口学差异 

为了解中职生学校归属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见表 3 及表 4。 
 

Table 3.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terms of gender and place of origin (M ± SD) 
表 3.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在性别与生源地上的差异(M ± SD) 

人口学变量 类别 学校归属感 t 

性别 
男 61.37 ± 15.97 

1.861* 
女 58.90 ± 13.69 

生源地 
农村 16.45 ± 3.93 

−0.18* 
城市 16.53 ± 4.61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下同。 

 
Table 4. Differenc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in terms of major and grade (M ± SD) 
表 4.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在专业和年级上的差异(M ± SD) 

人口学变量 类别 学校归属感 F 

专业 
文科 59.71 ± 16.04 

3.212* 理科 63.17 ± 14.48 
艺体 58.33 ± 11.82 

年级 
一年级 58.26 ± 13.43 

4.525* 二年级 61.34 ± 16.27 
三年级 64.05 ± 14.96 

 
以学生性别(男，女)为自变量，学校认同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

示：学校归属感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学校认同(t(503) = 0.072, p < 0.05)和人际关系(t(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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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p < 0.05)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都高于女生。 
以学生生源地(农村，城市)为自变量，学校认同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来自

城市的学生对学校认同(t(503) = −0.188, p < 0.05)的程度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对学

校认同这一维度差异显著。 
以专业类型(文科、理科、艺体)为自变量，人际关系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在人际关系维度上文科(F(395) = 0.618, p < 0.05)，理科(F(449) = −0.962, p < 0.05)两个专业的学生得分显著

高于艺体专业的学生，在在校安全感维度上(F(395) = 0.881, p < 0.05)，文科专业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艺体

专业的学生，文科与理科专业学生之间无显著差异。 
以中职生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为自变量，人际关系与在校安全感两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中职二年级在人际关系(F(449) = −2.436, p < 0.05)与在校安全感(F(449) = −0.962, 
p < 0.05)显著高于中职一年级，中职二年级与中职三年级无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中职生学校归属感整体现状分析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总体得分属于中等程度，这与李亚玲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其中在校安全感与学校认同这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较高，人际关系维度得分相对偏低，表明学生们对学

校的校园治安及管理程度相对满意，对学校的认可程度也相对较好，能够在心理上认可学校，觉得自己

属于学校。表 2 显示人际关系维度得分偏低，中职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有所欠缺。这可能是由于中职阶

段的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希望自己像成年人一样独当一面，但心理上还处

于不成熟的阶段，为人处世方面比较欠缺，不善于沟通。他们较早的进入寄宿制环境生活，离开家庭的

照顾还无法完全适应新环境，对于人际交往的方法并不明确。 
针对于这一方面的发现，学校管理者及教师们应该重视如何培养并提高中职学生的人际交往。学校

可以针对不同的年级开设相关的人际交往课程，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并运用于实际的校

园生活。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是教师，因此各个学科的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需要及时发现遇到人际交往

问题的学生，对其进行相关的干预，培养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此外，学校与家长之间需要紧密联系，

家校之间的信息共享，有利于尽早发现学生遇到的困难，帮助学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为学生们营造一

个安全、舒适的校园氛围，可以提高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加入了一道开放性问题“对你来说学校里的哪些特征会吸引你入学？”回答最

多的五个原因分别为学校环境基础设施好、老师友好尊重学生、学校的课程活动丰富、有认识的好朋友、

食堂的饭菜好吃。根据这样的特点，未来学校在办学管理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可以加

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种树栽花美化环境，为学生营造出一个优美的校园环境。其次是根据学生特点针

对不同年级开设特色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最后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老师们提供一定的培训，

引导教师学习管理学生的新方法，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 

4.2. 中职学生归属感特点分析 

4.2.1. 性别特点 
表 3 结果显示，在学校归属感总体得分上，中职男生明显高于中职女生，尤其是人际关系这一维度。

这可能与学生的年龄特点相关，这一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正处于青春期早期阶段，他们独自离开家庭，

在学校寄宿生活的他们还不太适应学校的环境，不习惯一个人独立生活。此外，男女生之间的性别差异

也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相对于男生而言，女生在学校的兴趣比较少，男生经常结伴一起运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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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篮球、踢足球，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同学们之间的交往，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增进同学之间的关系。女

生比较恋家，所以更愿意周末回家，这样同学们之间的交往仅仅停留在课上，而且交往的对象多为同班

同学，人际交往范围小，所以在人际关系维度上男生要优于女生。 
学校归属感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自我概念、主观幸福感等多个方面，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需要提高学校归属感。根据这一特点学校可以增加对学生的引导，尤其是女同学，可以适当开展人际

交往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往。 

4.2.2. 生源地特点 
从表 3 的统计结果看，来自城市的学生学校归属感比来自农村学生的归属感更强，这可能是受到学

校离家距离远近的影响。一般中职学校都建在一二线城市，对于城市的学生来说学校离家更近，周末

可以回家，从而可以缓解学校生活的压力。农村地区的学生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回家次数较少，更

渴望家人的关心，在学校缺乏归属感。此外城市环境对于从小在市区长大的同学更熟悉，而对于农村

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缺乏安全感从而归属感不高，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城市

生活。 
针对这一特点，中职学校要重视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心理状况，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与帮助。注重

打造家一样的校园文化建设，带领学生们了解学校历史以及所在城市的文化，让学生们逐渐熟悉并喜欢

学校，减少对家庭的依赖，提高学校的归属感。 

4.2.3. 专业特点 
根据表 4 的研究结果显示，学校归属感在不同的专业上有显著差异，艺体专业的学生在人际交往维

度上显著低于文科专业的学生。学校之间的人际交往主要集中于师生关系与生生关系两方面。艺体专业

学生之间的交往困难可能是因为学科之间的培养方式不一致形成的，文理科学生主要集中于专业课程，

大班集中授课为主，同学们之间交往的时间长，人际关系更稳定。而艺体专业的学生多是小班上课，课

程人数少，多数时间是自己训练，与人交往比较少，因此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困难。师生之间的交往困

难可能与学生的人格特点相关，文科专业的学生性格比较文静、活泼，与班主任及各科任老师接触时间

长，关系会更加融洽。艺体专业的学生个性独特，他们的课程流动性比较大，与老师们接触时间比较短，

容易与教师出现矛盾。 
依据这一特点，学校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为艺体专业的学生开设有关人际交往的课程，引导学生学会

交往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增加对他们关注，多组织校园活动让艺体专业的学生展示自己，提高他

们的自信，让他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敞开心扉。 

4.2.4. 年级特点 
表 4 可以看出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是逐年上升的。中职一年级时学校归属感不高，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到中职二年级时，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有所提升，到中职三年级后，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显著增强。这

可能是由于中职一年级刚刚进入学校，离开家进入一个新的校园环境，需要一定的心理适应过程。由于

对学校的环境、文化都还不了解，此时的学校归属感不高。经过一年的学习与生活后，学生们逐渐熟悉

校园环境，认识了新的老师与朋友，逐渐深入了解学校的校园文化与环境，学校归属感有所提高。当进

入中职三年级时，学生们即将毕业离开校园，此时的学校归属感水平达到最高。 
根据这一规律，学校可以提前做出应对方案，在新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月可以重点培养学生的学校归

属感，带领学生参观校园，开设讲座介绍学校历史文化，提高学生对校园的熟悉程度。开展丰富的课外

活动，引导学生学会独立，开展一些与生活技能相关的比赛活动，年级之间开展互助小组，高年级的同

学可以帮助新生快速融入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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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总体来看中职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学生们对学校的校园安全以及认同程度相对较高，

而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中职生学校归属感存在性别、年级、专业以及生源地方面的特点：

(1) 学校归属感中人际关系维度上，相比于女生，男生更愿意与人交往。(2) 中职一年级时学校归属感不

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中职二年级时，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有所提升，到中职三年级后，学生的学校归

属感显著增强。(3) 相对于艺体专业的学生，文科专业的学生学校归属感更高。(4) 相对于农村的学生，

来自城市的学生学校归属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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