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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采用问卷对 + #"%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存在 *个潜在类别!即适应困难组

"小学生 $*)!#5!初中生 !")+65#$中等适应组"小学生 "+)2,5!初中生 "")",5#和适应良好组"小学生 *!)%#5!初中生

"%)6*5#%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女生的学校适应比男生好'非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比留守儿童好'小学各年级学生的学

校适应无显著差异!而相比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初三年级学生学校适应较差'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受到家庭$学校$社

区和同伴等环境中风险因素的影响!各领域的生态风险越高!学校适应越差'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水平越高!学校适应

越好% 这说明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有三种类别!且其发展会受到生态风险和积极心理品质等的影响!而增强农村中小

学生的学校适应!可从减少外部生态风险和培养积极心理品质着手%

关键词!学校适应'生态风险'自我控制'潜在剖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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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学龄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 除家庭

外#学校是对学龄期儿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主

要场所)!*

#学校适应对学龄儿童身心发展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学校适应#即学生在学校环

境中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在学习+人际交往和情

绪适应等方面表现成功的状态)$*

( 对于中小学

生#快速地适应学校生活对其知识的获得和能力

的提升都至关重要)**

( 但是#有研究表明中小学

生学校适应的情况并不乐观#部分学生学校适应

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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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探索影响学校适应的因素及其

内在作用机制对改善中小学生学校适应不良的重

要意义不言而喻(

学校适应包含学业适应+社会性适应和个人

适应三个维度)2*

#基于此#一些研究从不同维度

证实了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存在潜在的差别( 例

如#缪华灵等人将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划分为高

社会适应组+中等社会适应组和低社会适应

组)+*

$还有研究者根据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

特点将其划分为适应良好组+行为冲动组和适应

困难组)#*

( 那么#仍将农村中小学生作为一个同

质群体分析其学校适应情况会造成较大的偏差(

不同于传统方法#潜在剖面分析通过类别的潜变

量对连续外显指标间的关联进行解释#将具有相

似反应模式的个体划分到同一亚群体#从而保证

群体间的异质性和群体内的同质性#有利于进行

不同亚群体间的比较),*

( 然而#少有研究采用潜

在剖面分析对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类别及其特征

进行探究( 因此#本研究将考察农村中小学生学

校适应的类别及其特征#以便更好地把握其现状(

基于学校适应的潜在类别#探索其影响因素也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可分

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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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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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家庭+社区和同伴等生态领域( 在学校领域#

师生关系+学校氛围等因素会对学校适应产生影

响)6

3

!%*

$在家庭领域#亲子亲合+父母教养方式和父

亲参与教养等因素会影响学校适应)"#!!

3

!$*

$在社区

领域#社区支持对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产生积极作

用)!"*

$在同伴领域#同伴依恋能正向预测学校适

应)!+*

( 陈英敏等从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

系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为学校适应的外部影响因

素提供了证据)!**

( 同时#个体内部特质也会对学

校适应产生影响#如自我控制对个体的学校适应有

积极作用)!!

3

!$*

( 这些研究仅探索了少数因素对学

校适应的影响#然而#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众多#既

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若积极因素过少或者消极

因素过多#就会给个体的学校适应带来%风险&#多

种风险会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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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基于潜在剖面分析#本研究还将探索来自家庭+

学校+社区和同伴等生态领域的多项风险对农村中

小学生学校适应类别的影响#同时#分析自我控制这

一积极心理特质对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类别的影响(

综上#目前考察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类别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均较少( 因此#本研究将采

用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现状

及其分类特征( 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学校适应类

别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从内+外两方面探讨影

响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潜在类别的因素(

!4方法

!)!4研究对象

用方便取样法对山西+湖南+陕西+重庆 " 省

"市'的 !#所小学"四+五和六年级'和 !" 所中学

"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级'的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 共发放问卷 + 6*#份"小学生 $ #+#份#初中生

* $,%份'#收回 + 6$*份"小学生 $ #"6份#初中生

* $2"份'(去除无效的+重要人口学变量缺失的问

卷#保留 + #"% 份( 小学生样本 $ +#6 人#平均

!%)#6岁":;

<

!)%!'#其中男生 ! *%%名"+%)#5'#

女生 ! $#6名""6)"5'( 初中生样本 * %2! 人#平

均!*)#$岁 " :;

<

!)%"'#其中男生 ! +2% 名

"+!)!5'#女生 ! +%!名"",)65'(

!)$4研究工具

!)$)!4家庭领域生态风险因素

"!'家庭经济困难( 经济困难量表由王建平

等编制)$%*

( 含 "个项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家

庭经济越困难( 该量表的 =>'0?@/A-B

!

系数分

别为 %)2+"小学生样本'#%),%"初中生样本'(

"$'父母婚姻冲突( 采用%儿童对婚姻冲突

的感知量表&中的冲突特征分量表)$!*

( 总计 !6

个项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父母婚姻冲突程度

越严重( 该量表的=>'0?@/A-B

!

系数分别为%),#

"小学生样本'#%),6"初中生样本'(

"*'父母疏离( 采用%青少年依恋量表&中的

父母疏离维度)$$*

( 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 个项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父母疏离程度越高( 该量表

的=>'0?@/A-B

!

系数分别为 %),*"小学生样本'#

%),2"初中生样本'(

""'父母拒绝( 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

卷&中的拒绝维度)$**

( 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 个题

目#"点计分( 分数越高父母拒绝程度越高( 该

问卷的=>'0?@/A-B

!

系数分别为 %),6"小学生样

本'#%)6%"初中生样本'(

!)$)$4学校领域生态风险因素

"!'学校联结性( 采用%中文版学校联结量

表&中的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两个维度)$"*

( 包

括 #个题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学校联结性越

好( 该量表的=>'0?@/A-B

!

系数分别为 %),!"小

学生样本'#%),+"初中生样本'(

"$'教师支持( 采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

为问卷&

)$+*

( 共 !6个题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

教师支持越多( 该问卷的 =>'0?@/A-B

!

系数分

别为 %)6!"小学生样本'#%)6$"初中生样本'(

"*'学校管理氛围( 采用%学校氛围问卷&中

的管理氛围分问卷)$#*

( 共 " 个题目#+ 点计分(

分数 越 高 学 校 管 理 氛 围 越 好( 该 问 卷 的

=>'0?@/A-B

!

系数分别为 %)#*"小学生样本'#

%)#""初中生样本'(

""'班级氛围( 采用%班级环境问卷&中的班

级秩序+纪律分问卷)$2*

( 共 , 个题目#+ 点计分(

分数越高班级氛围越好( 该问卷的=>'0?@/A-B

!

系数分别为 %),$"小学生样本'#%),+"初中生样

本'(

!)$)*4同伴领域生态风险因素

"!'同伴支持( 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中测量同伴支持的分量表)$,*

( 共 * 题#" 点计

分( 分 数 越 高 同 伴 支 持 越 多( 该 量 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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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 B

!

系数分别为 %),* "小学生样

本'#%),,"初中生样本'(

"$'同伴疏离( 采用%青少年依恋量表中文

版&中的同伴疏离维度)$$*

( 共 2 题#+ 点计分(

分数 越 高 同 伴 疏 离 程 度 越 高( 该 量 表 的

=>'0?@/A- B

!

系数分别为 %)2% "小学生样

本'#%)2+"初中生样本'(

"*'越轨同伴交往( 采用%越轨同伴交往问

卷&

)$6*

( 共 , 题#+ 点计分( 分数越高被试结交

的越轨同伴越多( 该问卷的 =>'0?@/A-B

!

系数

分别为 %),#"小学生样本'#%),,"初中生样本'(

!)$)"4社区领域生态风险因素

"!'社区安全( 采用 7C>@D& 等人使用的项

目!%你觉得你居住的地方安全吗.&

)*%*采用 " 点

评分#分数越高社区环境越安全(

"$'邻里支持( 借鉴鲍振宙等人的研究#即

%熟悉你家周围的邻居吗.&和%在你家遇到困难

的时候#邻居会提供帮助吗.&

)*!*采用 " 点计分#

分数越高邻里支持越多(

计算每个风险因素的均值#以第 $+ 或 2+ 百

分位数为临界值#得到生态风险指数( 家庭经济

困难+父母婚姻冲突+父母疏离+父母拒绝+同伴疏

离和越轨同伴交往维度上得分高于第 2+ 百分位

数编码为 !#其余编码为 %$学校联结+教师支持+

学校管理氛围+班级氛围+同伴支持和邻里支持维

度上得分低于第 $+百分位数编码为 !#其余编码

为 %$社区安全维度上得分小于 * 编码为 !#其余

编码为 %(

!)$)+4学校适应量表

学校适应量表由江光荣等编制)2*

( 初中版

包括学业适应+社会性适应和个人适应 * 个分量

表#共 +*题( +点计分#分数越高学校适应越好(

该量表的=>'0?@/A-B

!

系数为 %)6*(

小学版 *E#年级各学段量表包括学业适应+

社会性适应和个人适应 * 个分量表#共 "$ 题( +

点计分#分数越高学校适应越好( 该量表的=>'0F

?@/A-B

!

系数为 %),6(

!)$)#4自我控制量表

自我控制量表"中文版'由 G0HC>等修订)*$*

#

共 !*个项目( +点计分#分数越高自我控制能力

越强( 该量表的=>'0?@/A-B

!

系数为 %)#+"小学

生样本'#%)2%"初中生样本'(

!)*4统计工具及数据分析

用I@>J@0单因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共提取特征根大于 ! 的因子 "$ 个 "小学生样

本'#*,个"初中生样本'#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

异为 !$)*+5"小学生样本'#!")!"5"初中生样

本'#均远低于临界标准 "%5( 因此#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 将数据初步处理后#开始正式

分析( 首先#用 KLDMB,)%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

合多 项 指 标 确 定 潜 在 类 别 个 数( 信 息 熵

"N0O>'LP'反映分类可信度#其值越接近 ! 分类越

可信$艾凯克信息准则"8Q='+贝叶斯信息准则

"9Q='和样本校正的@9Q=反映模型的拟合情况#

值越低拟合越好( 用RKST和9RST比较相邻类

别个数分类间的区别#显著的 RKST和 9RST表

明 0个类别比 0

3

! 个类别的模型更好( 其次#用

:U:: $")%进行多项 R'H(BO(/回归分析#考察学校

适应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 将分类变量虚拟化!

性别维度上#女性编码为 %#男性编码为 !$留守情

况维度上#留守编码为 !#非留守编码为 %$年级维

度上#设置了 0

3

!个虚拟变量(

$4结果

$)!4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潜在类别

$)!)!4小学生样本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8Q=+9Q=+@9Q=的值随模型类别数的增加而

降低"见表 !'#但当划分为 " 个类别时#9RST值

不显著"!V%)%+'$而 * 个类别的模型中#RKST

和9RST均显著( 综合考虑#保留 * 个潜在类别

的模型( *个潜在类别的归属概率"见表 $'#介

于 %)6%6E%)6*"#表明 * 个潜在类别的模型结果

可信(

小学生学校适应 *个潜在类别在学校适应量

表各维度上的分数差别明显#有不同特征( =! 类

别约占小学生的 $*)!#5#此类别在 6 个维度上的

得分明显低于其他两个类别#因此将其定义为

%适应困难组&$=$类别约占小学生的 "+)2,5#该

类别在 6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明显高于 =! 且均低

于=*#因此将其定义为%中等适应组&$=* 类别约

占小学生的 *!)%#5#此类别在 6个维度上的得分

均高于=!和 =$ 类别#学校适应情况良好#因此

将其定义为%适应良好组&"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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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学校适应各潜在类别指标分析

学段 类别 8Q= 9Q= @9Q= N0O>'LP RKST 9RST 类别概率

小学生

! "2 2%*)6, "2 ,%6)*% "2 2+$)!!

3 3 3

!)%%

$ "% 22!)$+ "% 6*+)%6 "% ,"#)!$ %),# %)%% %)%% %)"*-%)+2

* *, 6%!)2# *6 !$")!! *6 %%*)*, %),* %)%% %)%% %)$*-%)"#-%)*!

" *, "!%)"$ *, #6!)$, *, +*,)2, %)26 %)*# %)%% %)"%-%)$,-%)!!-%)$!

初中生

! #6 %!+)+! #6 !*#)!! #6 %2$)+#

3 3 3

!)%%

$ #$ %,+)** #$ $2$)$+ #$ !2*)2+ %),# %)%% %)%% %)*,-%)#$

* +6 #"$)%$ +6 ,6+)$2 +6 2#!),! %)," %)%% %)%% %)!+-%)""-%)"!

" +, !%")+! +, "$")%, +, $++)#, %),+ %)!+ %)%% %)!"-%)*2-%)%#-%)"*

表 $4各潜在类别被试"行#的平均归属概率"列#

学段 类别 =!"5' =$"5' =*"5'

小学生

=! %)6*" %)%## %)%%%

=$ %)%*# %)6%6 %)%++

=* %)%%% %)%#6 %)6*!

初中生

=! %)6$2 %)%2* %)%%%

=$ %)%$# %)6!* %)%#%

=* %)%%% %)%#" %)6*#

44

图 !4小学生学校适应 *个潜在类别在各维度上的均值

$)!)$4初中生样本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见表 !'!8Q=+9Q=+@9Q=的值随模

型类别数的增加而降低#但当划分为 " 个类别#

9RST值不显著"!V%)%+'$而 * 个类别的模型

中#RKST和 9RST均显著( 综合考虑#保留 * 个

潜在类别的模型( * 个潜在类别的归属概率"见

表 $'#介于 %)6!*E%)6*##表明 *个潜在类别的模

型结果可信(

同小学生样本( 将 =! 类别命名为%适应困

难组&#约占初中生的 !")+65$将 =$ 类别命名为

%中等适应组&#约占初中生的 "")",5$将 =* 类

别命名为%适应良好组&#约占初中生的 "%)6*5

"见图 $'(

$)$4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潜在类别的人口学

特点

$)$)!4小学生样本人口学特点

以 *个%类别&为因变量#以性别"女性 <

%#

男性 <

!'+年级"四年级 <

!#五年级 <

$#六年

级 <

*'+留守情况"留守 <

!#非留守 <

%'为自

变量进行多项 R'H(BO(/回归分析"见表 *'( 以适

应良好组"=* 组'为比较的基准类别#得到 WS

值#该值反映了自变量在因变量上的效应( 较=*

组而言!=!组和=$组的男生显著多于女生$年级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留守情况方面#=! 组留守儿

童比例更大#=$组无显著差异(

图 $4初中生学校适应 *个潜在类别在各维度上的均值

$)$)$4初中生样本人口学特点

同小学生样本#进行多项 R'H(BO(/回归分析

"见表 *'( 较 =* 组而言#=! 组的男生显著多于

女生#=$ 组无显著差异$年级水平上#=! 组+=$

组初三年级学生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初一+初二

年级学生$留守情况方面#=$ 组留守儿童比例更

大#=!组无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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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人口统计学变量对 *个潜在类别的R'H(BO(/回归

学段
=!"适应困难组'

WS =Q

=$"中等适应组'

WS =Q

小学生

性别 男
$)%!

!!

!)#$E$)"6

!)$$

!

!)%$E!)"#

年级
四年级 %)2, %)#%E!)%$ %),+ %)#6E!)%#

五年级 !)%" %),%E!)*+ %)6" %)2#E!)!,

留守情况 留守儿童
!)"!

!!

!)!!E!)2, !)%, %),6E!)*!

初中生

性别 男
!)*2

!!

!)!%E!)2! %)6, %),"E!)!"

年级
初一年级

%)$"

!!

%)!,E%)*$

%)""

!!

%)*#E%)+"

初二年级
%)+$

!!

%)"%E%)##

%)22

!

%)#"E%)6"

留守情况 留守儿童 !)!2 %)6*E!)"+

!)$#

!!

!)%,E!)",

44注!

!

代表!X%)%+#

!!

代表!X%)%!#下同(

$)*4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

以学校适应类别为因变量#以风险因素为自

变量#进行多项R'H(BO(/回归分析"见表 "'( 相对

于=*组#被试在各领域的风险越高#越可能归属

于=!组和=$组(

表 "4风险因素对 *个潜在类别的R'H(BO(/回归

学段 风险因素
=!"适应困难组'

WS =Q

=$"中等适应组'

WS =Q

小学生

家庭风险
!)2#

!!

!)+#E!)66

!)!#

!!

!)%"E!)$6

学校风险
*),#

!!

*)*2E")"!

$)%,

!!

!),"E$)*"

同伴风险
*)!2

!!

$)2+E*)#+

!),$

!!

!)#!E$)%2

社区风险
$)+"

!!

$)%+E*)!"

!)*"

!!

!)!%E!)#"

初中生

家庭风险
$)!#

!!

!)6$E$)""

!)!$

!

!)%$E!)$$

学校风险
*)+!

!!

*)!*E*)6*

$)%,

!!

!)6%E$)$,

同伴风险
*)"+

!!

*)%!E*)6+

!),2

!!

!)#6E$)%,

社区风险
$)+#

!!

$)%,E*)!+

!),!

!!

!)+"E$)!"

44以学校适应类别为因变量#自我控制为自变

量#进行多项R'H(BO(/回归分析"见表 +'( 相对于

=*组#被试自我控制的得分越低#越可能归属于

=!组和=$组(

表 +4自我控制对 *个潜在类别的R'H(BO(/回归

学段 心理品质
=!"适应困难组'

WS =Q

=$"中等适应组'

WS =Q

小学生 自我控制
%)%#

!!

%)%"E%)%2

%)!,

!!

%)!+E%)$!

初中生 自我控制
%)%#

!!

%)%+E%)%,

%)!#

!!

%)!*E%)!6

*4讨论

*)!4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三种潜在类别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考察农村中小学生

学校适应的特征#发现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存

在异质性#可分为 * 个潜在类别#即%适应困难

组&%中等适应组&和%适应良好组&( 这表明农村

中小学生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明显的差

异)+

3

## !**

( 因此#不能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进行

评估#要抓住各群体的发展特点( %适应困难组&

在学校适应各维度的得分都较低#说明该组存在

学校适应不良的情况$%中等适应组&在学校适应

各维度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适应良好组&学校

适应各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组#学校适应良

好( 总体上#大部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校适应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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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等及较高水平#但仍有少部分较差(

*)$4人口学变量对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

影响

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潜在类别在人口学变

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性别效应上#女生的学校

适应更好!小学生中#相对于适应良好组#适应困

难组男生的比例远大于女生#且中等适应组的男

生也较多$初中生中#相对于适应良好组#适应困

难组的男生的比例高于女生( 正如相关研究发

现#男生在低社会适应组或适应困难组的占比更

大)+

3

#*

( 究其原因#男生的生理+心理成熟晚于女

生#且更易冲动#不能很好地解决人际交往问题$

而女生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较强#且学习更主动#获

得的赞誉更多#因此适应能力更强(

在年级水平的效应上!小学生中#年级水平的

效应不显著$在初中生中#年级水平的效应显著#

相较于适应良好组#在适应困难组和中等适应组

中#初三年级所占的比例显著高于初一+初二年

级( 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差异源于多种因素( 首

先#相较于小学生#初中生面临着较强的升学压

力#且不同年级面临的压力不同#中学生的学业动

机+学业表现和学业适应等方面都呈显著下降趋

势)***

( 其次#本研究中四至六年级的小学生经过

低年级的学习后#对学校的环境已有较好的适应#

学校适应较为稳定$但初中生进入新的学校#有新

的适应过程( 重要的是#相对而言#初三年级学生

的学校适应情况更差( 初中生心理+生理上都在

快速发展#自我意识增强+情绪多变#同时面临更

为复杂多变的人际交往问题)*"*

#发展的快速和不

稳定便表现为年级的差异( 初三年级面临升学#

学业压力增大#也会造成他们学校适应降低(

此外#与适应良好组相比#小学留守儿童在适

应困难组所占的比例更大#初中留守儿童在中等

适应组所占的比例更大( 总体上#相较于非留守

儿童#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较差)!"*

( 父母支

持的严重缺失会造成留守儿童出现更多的学习焦

虑+孤独等心理健康问题)6*

( 同时#留守儿童在

情绪表达+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因而其学校适应更差(

*)*4生态风险对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

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受到家庭+学校+社区

和同伴等环境中风险因素的影响( 总体上#各领

域生态风险越高#学校适应越差( 其次#个体的发

展受到周围多层环境系统的影响)*+*

( 生态风险

越高意味着个体遭受的负性事件越多或得到的支

持越少#这会给其身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有研

究发现各领域累积生态风险能显著预测学习倦怠#

会降低学生的责任感+学业能力和学业成就#还会

提高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并显著预测校园欺凌和

攻击行为)!#

3

!2# *!# *#*

( 可见生态风险过高会对中小

学生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应从各生态领域

着手#减少风险因素#降低各因素的风险水平#为中

小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其学校

适应(

*)"4自我控制对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的影响

除外部因素外#学校适应还受内部因素的影

响#特别是积极心理品质)*!# *2*

( 本研究选取自我

控制这一积极心理品质#结果显示#自我控制的水

平越高#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校适应越好( 究其原

因#自我控制水平高的个体在消极环境中表现得

更为从容+产生的消极情绪更少#在人际交往中更

积极)*,*

(

综上#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了农村中小学

生学校适应存在的三种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

为提高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提供了现实路径(

第一#为农村中小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

环境#减少环境中的消极因素$第二#应该注重培

养农村中小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如自我控制(

"4结论

"!'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存在三种潜在类

别#即适应困难组+中等适应组和适应良好组(

"$'农村小学生学校适应在性别和留守情况

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适应困难组和中等适应组

中男生所占比例更大#适应困难组中留守儿童所

占比例更大$农村初中生学校适应在性别+年级和

留守情况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适应困难组中男

生所占比例更大#中等适应组中留守儿童所占比

例更大#适应困难组和中等适应组中初三年级所

占比例更大(

"*'农村中小学生学校适应受到外部生态风

险和内部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外部各领域的生

态风险越高#学校适应越差$内部的自我控制水平

越高#学校适应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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