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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dividu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e-
dict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self-identity of individual internal development will also affect so-
cial adaptation. However,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needs further study.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of se-
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reveal the role of self-identity i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
tion. In this study, 976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high schoo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of the subjects were measured by the ado-
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behavior scale and self 
identity state scal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self-identity in gender grade, whether they are class cadres,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whether they are class cadres; 2) social support can predict social adaptation; 
3) the two dimensions of identity diffusion and identity acquisition of self-identity play a part in 
mediating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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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能有效预测社会适应状况，个体内部发展的自我同一性状态也

会影响社会适应。但其中内在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高中生社会支持、

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三者的特点，并揭示自我同一性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中的作用。本研究选取某

高中976名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中学生社会适应行为量表、自我同一性状

态量表分别对被试的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自我同一性状态进行测量。并得到以下结果：1) 高中生社会

支持在性别上有差异，自我同一性在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干部上有差异，社会适应在是否担任班干部

上有差异；2) 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具有预测作用；3) 自我同一性的同一性扩散和同一性获得两个维度

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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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社会适应、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三者间的关系 

1.1.1. 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的关系 
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李文道，2004) [1]，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与良好的生活满意度等积

极适应表现呈正相关，与焦虑、孤独、抑郁等消极适应负相关。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的过失行为以及抑郁

也有显著的缓冲作用，并能正向预测个体的学业成绩。 

1.1.2. 自我同一性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是一种有意识的主观体验，是对个体存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知。自

我同一性源于 Erikson 自我发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于 1963 首次被提出。Erikson 认为个体的自

我同一性是生物、心理、社会文化环境三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人的自我同一性在这一生都会不

断的变化和发展，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Erikson 同时也指出，青少年阶段是自我同一性

形成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体开始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

未来想要做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等等[2]，在探索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青少年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角色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状态显著影响社会适应(张炜，2007) [3]，不同同一性状态的个体在社会适应状况

上存在显著差异；黄华华(2014)研究结果显示，自我同一性与自我、情绪和人际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适

应之间存在负相关[4]，即自我同一性危机水平越高，自我、情绪、人际关系适应越差；刘锐(2014)的研

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与人际关系适应存在正相关[5]；田晓峰(2011)的研究发现，长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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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适应不良的学生通常都会出现低自尊、自我同一性混乱、自我评价不良等人格问题[6]。 

1.1.3. 自我同一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关于社会支持和自我同一性的研究中，程虹娟等(2004)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会使个体获得

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在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中表现出更多的探索和承诺[7]。自我同一

性是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自我同一

性发展的关键词，故此推断高中生社会支持能预测个体同一性的发展。 

1.2. 本论文研究问题及假设 

综上所述，自我同一性可以影响社会适应的表现，社会支持是外界因素，自我同一性是内在因素，

社会支持和自我同一性两者的关系显著，所以推测自我同一性可能是高中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间关联

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直接影响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有更完善的自我同一性，

而自我同一性发展比较良好的个体也会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表现。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1)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在年级、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2) 高中生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显著； 
3) 自我同一性在高中生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在山东某中学发放问卷 9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76 份，有效回收率 99.59%，高一高二两个年

级、男生 389 人、女生 564 人，年龄为 16 ± 0.33 岁。 

2.2. 工具 

2.2.1.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 [8]由叶悦妹(2008)等编制而成，共有 17 个项目，

5 点量表计分，3 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总得分越高，个体社会支持情况越好。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各项拟合度指标良好 χ2/df = 6.69，NFI = 0.99，TLI = 
0.99，IFI = 0.99，CFI = 0.99，RMSEA < 0.08。 

2.2.2. 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量表 
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量表(Adolescent Social Adjustment Behavior Scale) [9]由邹泓、余益兵(2009)修订

而成，共有 50 个项目，5 点量表计分，包括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和环境适应 4 个维度，总得

分越高，个体社会适应状况越好。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验证性因素分析 χ2/df = 8.15，NFI = 
0.98，TLI = 0.97，IFI = 0.98，CFI = 0.97，RMSEA < 0.08。 

2.2.3. 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 
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The state of self-identity scale)来自郭金山(2004)修订 Bennion & Adams (1986)自

我同一性状态的标准化量表(EOM-EIS-II) [10]。共有 64 个项目，量表共有四个维度。同一性获得(ACH)、
同一性获得延缓(MOR)、同一性早闭(FOR)和同一性获得(DIF)，每个维度下又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和人际

关系领域 2 个维度。该量表共有 64 个项目，6 点量表计分，包含 4 个分量表：同一性获得量表(ACH)、
同一性延缓量表(MOR)、同一性早闭量表(FOR)和同一性扩散量表(DIF)。删除量表不相关纬度题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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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项目主要聚焦于职业方面，本研究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良好，集中在 0.85~0.91。验证性因素分

析得 χ2/df 集中在 7.05~8.87，NFI、TLI、IFI、CFI 集中在 0.95~0.99，RMSEA 均小于 0.08。 

2.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严格按照心理学问卷法的施测流程，遵守保密性原则，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采用学

生自我报告的形式，施测结束后由主试统一收回问卷。采用 SPSS 24.0、Amos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学生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

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将学生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的所有

项目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11]。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9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17.26%，小于 3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3.2. 高中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三者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3.2.1. 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社会适应的人口特征差异 
在性别、年级、是否担任班干部三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分别在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社会适应

三个维度上的差异，统计结果显示如下表 1、表 2、表 3 所示。 
首先在性别上(表 1)，女生的社会支持总得分极为显著的高于男生，在分维度上主观支持、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上均高于男生；男生在同一性早闭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社会适应分维度环境适应上男生

得分高于女生。在年级上(表 2)，高一学生同一性扩散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学生，同一性早闭的得分非常

显著高于高二学生。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表 3)，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在社会支持上的总得分及 3 个分维度

均极为显著高于不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同一性扩散的得分也极为显著高于不担任班干部的学生，成就型

同一性的得分非常显著高于不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社会适应总得分及 4 个分维度(除行为适应为显著高于)
极为显著高于不担任班干部的学生。 
 
Table 1. Differences in gender in social support,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 (M ± SD) 
表 1. 性别在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社会适应上的差异(M ± SD) 

变量 男(N = 389) 女(N = 564) t 

社会支持 63.20 ± 12.10 65.94 ± 10.81 3.67*** 

主观支持 18.83 ± 4.04 19.44 ± 3.58 2.49* 

客观支持 23.73 ± 4.46 24.69 ± 3.58 3.49*** 

支持利用度 20.64 ± 5.34 21.79 ± 4.99 3.41*** 

同一性扩散 32.95 ± 9.71 32.19 ± 9.72 1.19 

同一性早闭 29.30 ± 9.73 27.86 ± 8.90 2.36* 

同一性延缓 43.86 ± 8.43 44.34 ± 8.14 0.88 

同一性获得 45.11 ± 8.52 44.76 ± 8.15 0.64 

社会适应 191.10 ± 26.69 189.12 ± 25.49 1.15 

自我适应 67.01 ± 13.10 66.03 ± 12.16 1.18 
人际适应 47.37 ± 8.19 47.67 ± 8.17 0.57 
行为适应 37.42 ± 4.24 37.36 ± 3.94 0.22 
环境适应 39.31 ± 6.89 38.06 ± 7.11 2.70** 

注：*p < 0.05; **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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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grade (M ± SD) 
表 2. 年级在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社会适应上的差异(M ± SD) 

变量 高一(N = 481) 高二(N = 495) t 

社会支持 64.43 ± 11.23 65.16 ± 11.81 0.99 

主观支持 19.18 ± 3.66 19.19 ± 3.98 0.01 

客观支持 24.08 ± 4.19 24.50 ± 4.29 1.54 

支持利用度 21.16 ± 5.18 21.47 ±5.22 0.93 

同一性扩散 33.21 ± 9.85 31.81 ± 9.53 2.27* 

同一性早闭 29.17 ± 9.51 27.65 ± 8.97 2.57** 

同一性延缓 44.46 ± 8.05 43.99 ± 8.52 0.89 

同一性获得 44.90 ± 7.96 44.98 ± 8.56 0.15 

社会适应 190.53 ± 24.77 189.39 ± 27.30 0.69 

自我适应 66.57 ± 12.41 66.25 ± 12.81 0.40 

人际适应 47.83 ± 7.77 47.27 ± 8.54 1.06 

行为适应 37.44 ± 3.87 37.36 ± 4.21 0.29 

环境适应 38.68 ± 6.81 38.48 ± 7.29 0.42 

 
Table 3. Whether is the class cadre in the social support, self-identity, social adaptation difference (M ± SD) 
表 3. 是否为班干部在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社会适应上的差异(M ± SD) 

变量 是(N = 433) 否(N = 534) t 

社会支持 63.93 ± 10.81 63.00 ± 11.86 5.33*** 

主观支持 20.13 ± 3.42 18.40 ± 3.98 7.16*** 

客观支持 24.91 ± 3.91 23.78 ± 4.45 4.13*** 

支持利用度 21.88 ± 5.16 20.81 ± 5.21 3.19*** 

同一性扩散 31.18 ± 9.87 33.69 ± 9.44 4.02*** 

同一性早闭 28.02 ± 9.50 28.76 ± 9.07 1.24 

同一性延缓 44.49 ± 8.57 44.07 ± 8.07 0.79 

同一性获得 45.80 ± 8.18 44.17 ± 8.31 3.03** 

社会适应 194.94 ± 24.83 185.82 ± 26.50 5.47*** 

自我适应 68.11 ± 12.21 64.99 ± 12.84 3.84*** 

人际适应 49.53 ± 7.49 45.92 ± 8.36 6.98*** 

行为适应 37.74 ± 3.92 37.11 ± 4.14 2.40* 

环境适应 39.55 ± 7.01 37.78 ± 7.04 3.89*** 

3.2.2.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间三者间的相关性 
对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自我同一性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表 4)。结果显示，预测变量社会支持

和结果变量社会适应呈显著的正相关，和同一性扩散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同一性早闭和获得呈显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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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社会适应与同一性获得和早闭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一性延缓和获得呈显著正相关。所以，只考虑检

验同一性扩散、同一性延缓、同一性获得性三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Table 4.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表 4.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的相关关系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社会支持 -         

2 同一性扩散 −0.27** -        

3 同一性早闭 0.02 0.54** -       

4 同一性延缓 0.24** 0.89** 0.18** -      

5 同一性获得 0.28** −0.28** 0.01 0.33** -     

6 社会适应 0.52** −0.39** −0.11** 0.11** 0.32** -    

7 自我适应 0.46** 0.35** 0.09** 0.07** 0.28** 0.92** -   

8 人际适应 0.57** 0.35** 0.08** 0.15** 0.23** 0.74** 0.52** -  

9 行为适应 0.28** 0.22** 0.06 0.09** 0.20** 0.68** 0.56** 0.40** - 

10 环境适应 0.27** 0.30** 0.13** 0.07* 0.31** 0.80** 0.67** 0.43** 0.46** 

3.3. 高中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自我同一性的关系模型 

以社会适应为结果变量，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建立模型 1 (见表 5，下同)，加入同一性扩散作为中介

变量建立模型 2，加入同一性延缓作为中介变量建立模型 3，加入成就型自我同一性作为中介变量建立模

型 4。四个模型的模拟指数良好，χ2/df 值集中在 5.27~6.34，NFI、IFI、TLI、CFI 的值集中在 0.95~0.98，
RMSEA 的值均小于 0.08。 
 
Table 5. Model fitting index for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identity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表 5. 高中生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的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6.34 0.97 0.98 0.96 0.98 0.074 

模型 2 5.27 0.97 0.98 0.96 0.98 0.066 

模型 3 5.65 0.97 0.98 0.96 0.98 0.069 

模型 4 7.04 0.97 0.97 0.95 0.97 0.079 

 
首先考察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模型 1，图 1)，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β 

= 0.55，p < 0.001)。 
其次是加入中介变量同一性扩散(模型 2，图 2)，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仍然显著(β = 

0.52，p < 0.001)，社会支持对同一性扩散的预测效应负向显著(β = −0.32，p < 0.001)，同一性扩散对社会

适应的预测效应负向显著(β = −0.16，p < 0.001)，说明同一性扩散起部分中介效应。 
加入中介变量同一性延缓(模型 3)，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仍然显著(β = 0.56，p < 0.001)，

社会支持对同一性延缓的预测效应正向显著(β = 0.23，p < 0.001)，但是同一性延缓对社会适应的预测效

应不显著，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有待进一步 Bootstrap 法检验。 
加入中介变量成就型自我同一性(模型 4，图 3)，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仍然显著(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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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p < 0.001)，社会支持对同一性获得的预测效应正向显著(β = 0.32，p < 0.001)，同一性获得对社会适

应的预测效应正向显著(β = 0.06，p < 0.01)，说明同一性获得起部分中介效应。 
模型 1：高中生社会支持影响其社会适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 2：同一性扩散在高中生社会支持与

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模型 3：同一性延缓在高中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模

型 4：同一性获得在高中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1.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ocial adaptation 
图 1. 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Figure 2.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diffus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图 2. 同一性扩散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

介作用 
 

 
Figure 3.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gain between so-
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daptation 
图 3. 同一性获得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

介作用 
 

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对自我同一性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之间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分析，抽样

数为 2000，可信区间为 95%。同一性延缓作中介时，整体模型Bootstrap的 95%置信区间为[−0.049~0.020]，
包含 0，所以该模型中介效应不显著。 

同一性扩散和同一性获得作中介变量时，整体模型 Bootstrap 的 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10~0.245]、
[0.012~0.120]，不包含 0，所以这两个模型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社会支持–同一性扩散–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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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效应占比占为(−0.32) × (−0.16)/0.55 × 100% = 9.3%，中介效应量为 0.05；“社会支持–同一性获得–

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占比占为(−0.32) × (−0.06)/0.55 × 100% = 3.5%，中介效应值为 0.02。(表 6、表 7) 
 

Table 6. Bootstrap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dentity diffusion (N = 976) 
表 6. 同一性扩散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N = 976) 

路径 β 95%CI p 值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0.52 0.461~0.579 <0.001 

社会支持–同一性扩散 −0.32 −0.387~−0.240 <0.001 

同一性扩散–社会适应 −0.16 −0.218~−0.111 <0.001 

社会支持–同一性扩散–社会适应 0.05 0. 007~0.105 <0.05 

 
Table 7.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 obtained by identity (N = 976) 
表 7. 同一性获得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N = 976) 

路径 β 95%CI p 值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0.55 0.505~0.631 <0.001 

社会支持–同一性获得 0.32 0.240~0.392 <0.001 

同一性获得–社会适应 0.06 0.008~0.115 <0.01 

社会支持–同一性获得–社会适应 0.02 0.003~0.086 <0.05 

4. 讨论 

4.1. 社会适应、社会支持、自我同一性的特点 

研究发现，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社会适应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学生，在分维度上(自我适应，人际适应，

行为适应，环境适应)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年级上没有差异，在社会适应总得分上没有差异，可能高一和

高二在学业生活、生理心理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各方面的状况接近。 
社会支持在性别和是否担任班干部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具体维度上(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

用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年级上没有差异，女生在社会支持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研究

一致，且与年级无关。 
同一性早闭水平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同一性早闭是一种低探索、高承诺的较不成熟水平，个体没有

经过太多的探索，受父母、教师等权威人物的影响，便确定了努力的方向并进行投入。性别上，女生更

听从父母、教师等权威人物的言论，受长辈的影响较大，而缺少自己的判断。年级上，高一同一性扩散

水平显著高于高二，即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个体会从不太成熟的水平逐渐往成熟的同一性水平发展。 

4.2. 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越高，社会适应

表现越好，这一结果和前人的研究一致。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高中生可能有更稳定安全的人际关系，所

以在人际适应中也会自发的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对自己的评价也偏向积极正向的一面，行为方面较

少出现违规行为，在环境适应上会选择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应对。 

4.3. 自我同一性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也可以通过同一性扩散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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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获得影响社会适应，同一性扩散和同一性获得起部分中介作用。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越高，个体自我

同一性越往积极良好的方向发展，高探索、高承诺的同一性获得状态越高，低探索、低承诺的同一性扩

散状态越低，影响个体有更良好的社会适应表现。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不仅获得来自朋友、亲人、

老师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自己主观感知到的支持也高，能有效利用支持资源，促进个体往更健康成熟

的自我同一性方向发展，积极探索外界环境，接触新鲜事物，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知，找到合适自己的

目标，并为之付出时间、精力去尝试，锻炼自己的能力，自我同一性比较良好的个体在高探索、高承诺，

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了自己各方面的社会适应能力。 

4.4. 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没有获得高三学生在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三个变量的数据，高三学生相较高一

高二学生面临更大的升学压力，在心理生理上等各方面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和成长，如果被试群体包含

高三学生，横断研究会更加完善，有利于就青少年社会使用提出更有效的建议。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自我同一性水平显著高于非班干部成员，女生的社会支

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在较不成熟的同一性早闭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高二学生在较不成熟的同一性扩

散和早闭水平上显著低于高一学生。 
2) 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水平，社会支持系统越高的个体，社会适应越良好。 
3) 自我同一性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间发挥中介作用，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低，越容易发展

为较不成熟的同一性扩散，社会适应水平也较低。相反，获得越高的社会支持水平，越有利较成熟同一

性获得状态的发展，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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