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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对学校联结的研究已久，当前国内关于学校联结的相关研究正在展开，研究表明，学校联结对于学

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回顾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分别从概念界定、影响机制、测量工具、

研究现状对学校联结进行综述和总结，并对未来提出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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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connectedness has been studied in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and current research on school 
connectedness in China is underway, which shows that school connectednes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Based on a review of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school connectedness in terms of its conceptual definition, 
impact mechanism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presents re-
search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School Connectedness, Social Control Theory, Influence Mechanism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1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18
https://www.hanspub.org/


张雨童 

 

 

DOI: 10.12677/ap.2023.135218 1794 心理学进展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国内外学者多年的深入研究，理论和实证证明学校联结是影响学生学习、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学校联结可视为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重要保护因子之一(李锦萍等，2016)，学校联结有

利于减少学生违规违纪、辍学、同伴欺凌等消极行为，促进学生的积极发展，带来学业成就高、学业表现

好等显著效果(代江燕等，2018)。此外，学校联结作为近端因素，能够使青少年获得同伴和教师的情感温

暖和支持，缓解消极情绪(向伟等，2019；覃小琼，李秀，2022)，有效降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水平(Li et al., 
2013)。一项邻里劣势与不良认知的研究中指出，接受相对更好教育的弱势儿童往往在认知任务上表现更好

(Rakesh et al., 2021)。这些研究表明，学校联结增加了个体在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的向好取向。 
以上研究表明，研究学校联结是十分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爱、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人

的发展离不开心理健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以生态系统学理论为出发点，除家庭系统之外，

学校是与学生直接产生交互的又一微观系统。对于长期处于学校环境的学生来说，该环境的质量可能直

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自美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之后，国内外多数研究增加了对全球学校联结研

究的呼吁，由于研究结果趋于稳定，均表明学校联结可作为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因此

应该鼓励利用学校联结作为预防、干预、评估学生一些问题行为的工具。其二，学校联结是社会支持的

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校园同伴都能给予个体一定的支持，加之对学校满意程度的主观支持，都可以促

进青少年心理资源的获取，进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这是一种深切的、长远的、伴随人的一生的

心理健康发展。因此，研究学校联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西方对学校联结的研究较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目前大多将学校联结作为相关研究的变量，

对比国外，有关学校联结的纵向调查并不常见。本文拟细致梳理学校联结相关的已有研究，并提出有关

展望。 

2. 学校联结的概念界定 

许多研究者都在学校联结的相关研究上有所建树，然而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标准的定义。对相

关文献总结归纳，国内外学者经常用于表达学校联结的措辞主要有：“school bonding”、“school con-
nectedness”、“school involvement”、“school climate”以及“school connection”，温斯布雷德宣言将

其“school connectedness”、“school connection”并无细致区分。1969 年，美国犯罪学家 Hirschi 提出的

社会控制理论中首次提到学校联结这一名词，他指出社会键有其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依恋、承诺、投入

和信念，这四成分奠定了学校联结结构的理论基础。Hirschi 认为，学校联结即参与学校活动、对学校个

体产生依恋并赞同学校的价值观。Cernkovich 和 Giordano (1992)进一步指出，学校联结主要体现在对学

校的依恋和对教师的依恋两方面。Libbey (2004)则认为，学校联结的定义应该包括学业投入、学生参与

决策和课外活动等成分。McNeely & Falci (2004)两位研究者将学校联结分划为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

校归属感三个维度。随后，在“温斯布雷德宣言”中为学校联结作了纲领性的界定。所谓的学校联结指

的是实际上是学生的一种信念：“使学生们感觉到学校中的成年人关注和关心学生们的学习，同时又把

学生当成独立的个体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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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喻承甫，他支持 McNeely 和 Falci 的观点，划定学校联结包含学生获得的同学支持和教师

支持，以及对学校的归属感程度三部分。研究者易惠，许远理(2012)将学校联结解释为学生与学校、老师

以及校园同伴建立的一种亲密关系，并主动投入学习的一种状态，并划分出学校依恋、老师依恋和学校

承诺三维度。 
综合国内外研究，本文拟参考宣言的纲领界定，将学校联结定义为学生感到与学校中的人相互依恋，

同时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并主动投入学习活动的一种情感。学校联结的维度可以划分为学校依恋、学

校成员的依恋和学校承诺。学校依恋是指学生对学校所抱持的一种归属、认同和依恋的情感；学校成员

的依恋不仅仅是指教师依恋，还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校中的教育者、管理者的尊敬、钦佩和

依恋感。学校承诺是指学生对学校目标、纪律规则的高度认可与遵守、对学业的积极投入、有较高的学

业抱负并且能够将信念付诸行动，如为了取得好成绩而按时完成作业等。 

3. 学校联结的影响机制 

3.1. 学校对学校联结的影响机制 

学校因素对于学校联结的优良具有重要影响，两者具有双向促进的关系。学校条件的优越促进学生

群体的学校联结，进而对学校有积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学校因素可将其分为硬性因素与软性因素。硬

性因素主要包括学校规模、教学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等；软性因素包括学校成员的关注。现存研究表明

(刘海涛，2006)，较小的学校规模、较为宽容的纪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更高的课外活动参与率。

研究者(McNeely, Nonnemaker, & Blum, 2002)针对学校纪律进一步展开调查，发现宽容、公平和一致的纪

律政策会对学生的学校联结产生积极的效益；而零容忍度的纪律政策会对学生的安全感造成威胁，从而

淡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结。同时，教师的支持也会直接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积极行为，主要包括积极

的学业自我概念、积极的学习态度、对成功的期望等。Ozer (2005)发现，教师评价能力的提高会让学生

感觉与学校更紧密，自我报告的内在问题和攻击性问题也会降低。Yuen 等(2012)在研究中发现教师的关

心对学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学生感到老师愿意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时，就会感到被关怀与理解，更

愿意投入到学校生活中，从而对学校联结产生积极的效益。 

3.2. 家庭对学校联结的影响机制 

阶段环境匹配理论指出(喻承甫，刘莎等，2017)，家庭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发展需求的匹配对于其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满足儿童青少年的能力、关系和自主等基本心理需求，从而促进

其积极发展。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妨碍了儿童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进而导致适应不良。若家庭环

境不良、亲子关系缺失，个体情感联结遭到破坏，则对学校联结构成严重威胁。McNeely 等(2002)发现，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学生学校联结水平的高低。除此之外。家庭结构对学校联结也有一定影响。基于

认知发展模型(Bartel, 2013)个体从自身经验中发展出认知表征，并会被相似的情境所激活。那些来自健全

家庭的孩子，体验到的家庭幸福感高，其学校联结水平普遍高于来自单亲或离异家庭的孩子。随着三孩

时代的到来，父母关怀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学校联结。 

4. 学校联结的研究评论 

国内外有关学校联结的众多研究表明(Libbey, 2004；殷颢文，贾林祥，2014)学校联结对学生成长发

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校联结度高的学生学业成绩也高，健康行为增加，与犯罪等越轨行为呈负

相关。而那些感到与学校不亲密的同学情绪上可能会感到抑郁和焦虑的并发(Shochet et al., 2006)。下面将

从学校联结的研究工具、当前研究现状两方面进行研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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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校联结的研究工具 

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发现其中大多研究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通常使用问

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来获取研究数据。 
其中，收集问卷数据是测量学校联结最常用的方法，由于学校联结这一概念具有主观性，多数实证

研究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来评估学校联结。随着近年来学校联结备受关注，对当前国内有关测量学校联

结的量表加以梳理，以提供方便。 
 
Table 1. The scale of measurement school connections in China 
表 1. 国内有关测量学校联结的量表 

序号 名称 
Name 

修订者 
Revisers 

修订年份 
Year of revision 

李克特计分 
Likert score 

题项 
Numbers of 
questions 

维度分类 
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1 学校联结量表 姜金伟等 2015 6 5 项 \ 

2 情感参与量表 Wang 等 2011 5 8 项 \ 

3 学校联结量表 喻承甫，张

卫等 
2011 5 10 项 同学支持；教师支

持；学校归属感 

4 学校联结问卷 鲍振宙等 2013 6 5 项 \ 

5 学校联结子量表 Chai 等 2022 6 6 项 \ 

 
如上表 1 所述，修订者对于有关学校联结的量表研究逐渐展开，其量表各有优缺。国内学者在对引

用的外国量表修订时，与中国具体实情相结合。例如，国外有关学校内部种族歧视的维度未被纳入，符

合中国本土化。其二，修订量表之后，研究者们对各自修订的量表都进行了充分的信效度检验并验证良

好，具有可实施性与可实用性。但同时，在这些量表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各人研究目的不

同，因此在编制或者修订量表时，对于题项的筛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就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遗漏。

第二，上述量表大多基于国外的原始量表进行转译修订或者直接运用的其他总量表当中的分量表。题项

较为简单，除喻承甫等学者修订并划分维度之外，其余量表均笼统化对学校联结进行测量。若后期对学

校联结类型进行细致研究，则会造成概念不清晰、维度不明确、工具匮乏的窘境。所以，依据近多年相

关学者对国内学生学校联结的研究，修订一份维度明确、本土适用的有关学校联结问卷是十分有必要的。 

4.2. 学校联结当前相关研究现状 

当前学校联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学生的行为结果与情绪情感方面，与认知的相关研究较少。其中，

行为结果方面主要包括研究学生的学业成就和问题行为等。外化的问题行为大多与社会控制理论相联系。

Hirsch 认为，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控制他们的社会纽带松散或者破裂，即社会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效

的控制。学校联结在这其中就起到了纽带的作用，高水平的学校联结能够促使青少年努力控制自身行为

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他们的攻击性行为、网络成瘾行为、寻求刺激性行为等会减少。客观上也会主动

内化学校的目标和价值观念，努力提高学业成就。从情绪情感来看，依恋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为其提供

了保障。依据依恋理论(叶苑秀等，2017)，安全型情感联结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基础，学校联结就是一种

安全性的情感联结，构成了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学校联结感的同学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

概率会低，他们大多认为有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自我决定理论指出(李若璇等，2019)，自主、能力

和关系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若心理需求获得满足，则能激发个体寻求积极发展的内在动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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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积极情绪，学校联结则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学校联结程度高的青少年意味着与同学、

老师关系亲密，这将有益于关系需求的满足。此外，学校联结程度高的青少年对学校具有更高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对学校产生更多信任，更有可能在学校实现能力和自主需求满足。 
目前学校联结的现状，大多都是将学校联结作为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大多集中于消极被动及其

进行校本干预方面，经过对学校联结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与之相关的问题行为和情绪问题研究较多。

但不妨在对待学校联结问题时，适当转变思路，从源头抓起。积极培养重视学校联结感，开展相关课程，

如感恩教育、学校教育校本干预等，重视学生学校联结这一情感纽带，将纽带栓牢栓紧，将其加固学生

心中，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谐发展，预防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及其情绪问题发生。 
其次，在将来的研究中，重视学校联结与认知的关联，加强与认知的联结，更根本、更源头的探讨

行为与情绪情感问题。 

5. 未来展望与不足 

总体来看，学校联结在西方的研究较为系统和长久，但仍然存在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学校联结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确切标准的定论。在学校联结的相关研究中，研究目的不同，

运用的维度也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概念，保障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第二，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已经有不少较为成熟的学校联结测量工具。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主要

有 Effective School Battery (ESB)量表、The What About You scales (WAY)量表、Psychological Sense of 
School Membership Scale (PSSM)量表等，信效度良好，国内的有关学校联结量表大多基于这些量表进行

转译修订，加之学校联结愈受关注，对维度类型细致划分的需求，也为优化精确学校联结相关的测量工

具提供了必要的迫切性与条件。 
第三，从学校联结机制来看，可以适当拓展学校联结的研究范围。目前，大部分学校联结研究主要

进行学校联结和学生行为、学业以及情绪之间的相关分析，大多依附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然而，教师、

家长、校长和其他人员多主体多维度报告，会更加全面准确了解学校联结对学生的影响。 
最后，当前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大多采用横断研究。学校联结是动态的，个体对学校联结的看法也

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开展学校联结的纵向研究可以更能深入探究个体与学校联结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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