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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幼儿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师幼关系的中介作用

鲁如艳

%巢湖学院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

!%$"""

&

摘
!

要!文章以巢湖市
#

所幼儿园的
&&#

名儿童为测查对象"运用幼儿同伴侵害问卷)师幼关系问卷%教师版&及儿童社交焦虑

量表%

/F/O

&来考察师幼关系在幼儿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女孩亲密性)满意度发展水平显著

高于男孩"而男孩的冲突性发展水平则显著高于女孩!同伴侵害)社交焦虑及师幼关系年龄差异显著"但无性别差异!同伴侵

害与亲密性)支持性及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冲突性)儿童社交焦虑及年龄呈显著正相关!满意度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

关!满意度在幼儿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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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同伴侵害是指个体遭受同伴身体)关

系和财物等方面攻击的经历.

#

/

$对于被侵害儿童而

言"同伴侵害是一种消极的人际交往经历"势必会给

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进而产生人际交往问题$

已有研究证实同伴侵害会使受侵害儿童产生社交焦

虑.

!

/

$张文新.

%

/等人在
!E"%

名小学生中的研究也

表明了儿童的情绪适应不良问题均能由身体侵害和

关系侵害进行预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认

为"在个体之间被侵害儿童的情绪适应问题存在较

大差异"若被侵害儿童能够使用积极保护策略"那么

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减少同伴侵害对其带来的消极

影响$对于幼儿来说"其特殊的身心发展特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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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在外界环境中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这时"

幼儿的重要他人的保护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作

为幼儿园阶段孩子的重要他人"对于促进其心理健

康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根据依恋理论可

知"幼儿如果能够经常感受到来自教师的支持与关

爱"那么他就能更好处理来自周围的压力"朝着教育

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师幼关系是指在幼儿园环境中教师和儿童通过

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构建起的一种人际关系.

&

/

$有研

究已证实幼儿自我管理情绪能力的发展.

G

/及其处理

人际关系能力的强弱.

E

/均受到师幼关系的影响$鉴

于此"师幼关系极大程度上会是幼儿同伴侵害与儿

童社交焦虑关系间的重要中介变量$然而"通过查

阅相关研究文献可知"在现有研究成果中"从幼儿角

度出发探讨师幼关系在同伴侵害与其社交焦虑发展

水平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多"更多学

者只关注到了某一单一因素对幼儿社交焦虑发展水

平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更为复杂的深

层次影响因素$因此"为弥补已有缺陷"丰富已有

研究成果"本文以幼儿为研究对象"考查其同伴侵

害)社交焦虑发展的一般特征及师幼关系在二者

之间的中介作用"试图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为幼儿

同伴侵害的干预工作打开新的视角"以促进其心

理健康发展$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巢湖市随机选取
#

所幼儿园的
&&#

名幼儿为

研究对象$其中小班
!#C

人%

&CAEb

&"中班
#GG

人

%

%GA#b

&"大班
EH

人 %

#GA%b

&!女生
!#%

人

%

&$A%b

&"男生
!!$

人%

G#AHb

&!最小年龄
%A#G

岁"

最大年龄
EA!H

岁"平均年龄
GA$Er"AH%

岁$

'二(研究工具

#A

幼儿同伴侵害问卷

采用董会芹等人修订的3幼儿同伴侵害问

卷4

.

H

/

$该问卷共
C

个条目"计分方式为
G

点计分法

%

#h

完全不符合"

Gh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即意味着

被侵害程度越深$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

%

为
"A$H

$

!A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F/O

"

采用
X,D*4>,

.

$

/等人编制的3儿童社交焦虑量

表4"该量表共包括
#"

个题目"计分方式按三级评

分#

"h

从不!

#h

有时是这样!

!h

总是这样$得分越

高表明其社交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其内部

一致性系数
%

为
"A$C

$

%A

师幼关系问卷-教师版"

采用屈志勇.

C

/等人修订的3师幼关系问卷4%教

师版&"此问卷共
!%

个条目"包含四个维度"即亲密

性)冲突性)支持性和满意度$计分方式为
G

点计分

%

#h

完全不!

Gh

完全是&"在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

性系数
%

为
"AH$

$

'三(数据分析

使用
/I//#CA"

软件包对收集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同伴侵害$师生关系与儿童社交焦虑的特

点及相关关系

独立样本
;

检验显示#女孩在亲密性及满意度

维度上显著高于男孩"而男孩的冲突性则显著高于

女孩"在其他维度上性别差异不显著%见表
#

&$同

时"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幼儿同伴侵害%

L$

"A""#

&

和社交焦虑%

L$

"A""#

&存在显著年龄差异"师幼关

系的亲密性%

L$

"A""#

&)冲突性%

L$

"A""#

&)支持

性%

L$

"A""#

&和满意度%

L$

"A""#

&亦均存在显著

年龄差异$事后检验%

X/J

&表明#在同伴侵害及社

交焦虑发展水平方面"小)中)大班两两之间存在显

著年龄差异!在师幼关系的亲密性)支持性及满意度

三个方面"小班和中班)小班和大班之间存在显著年

龄差异!在冲突性方面"小)中)大班两两之间存在显

著年龄差异%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幼儿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1r:

(

同伴侵害
师幼关系

亲密性 冲突性 支持性 满意度
社交焦虑

男
#%AC&rGA"& !!AHEr&A#$ #%A!Gr&AEH #CA&Hr!A%G #%A#&r!A"! GAEGr%AHH

女
#%A#"r&A&$ !%A$$r&A"" ##A&Hr%AHC #CAHCr!AE" #%AEEr!A#H GAHGr&A"$

; #A$& B!A$H

##

&A%$

###

B#A%& B!AGH

#

B"A!E

!!

注#

#

I

$

"A"G

"

##

I

$

"A"#

"

###

I

$

"A""#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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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班级幼儿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1r:

(

小班 中班 大班

1

:

1

:

1

:

K

同伴侵害
#!A#$ &A&" #&A## &ACC #EAE% %A$#

!EAGC

###

社交焦虑
GA$H &A!% &A&$ %AG% HAC& !A%&

!"A!#

###

亲密性
!&AE# &A&& !!A#G %AG# !#AH! !A$H

!&A!$

###

冲突性
#!A"& &A%" #&AG% %A$% $AE% !A%H

GGA%H

###

支持性
!"AG$ !A%! #$AH# #AHG #$AE# %A#%

%$A#E

###

满意度
#%ACC !A"G #!A$% #A$% #!AH% !A%E

#CA"#

###

!!

I4,*:(+

相关分析显示"同伴侵害与师幼关系

的亲密性)支持性及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冲突

性)儿童社交焦虑及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师幼关系的

满意度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

&$由于性

别和年龄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在以下分析中笔者将

把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

表
%

!

幼儿同伴侵害与师幼关系$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 ! % & G E H

同伴侵害
#

亲密性
B"A%%

##

#

冲突性
"A%#

##

B"A%H

###

#

支持性
B"A!H

##

"AG#

##

B"A%G

##

#

满意度
B"A#E

##

"A%C

##

B"A%H

##

"AE&

##

#

社交焦虑
"A!H

##

B"A"# B"A"! B"A"$

B"A!!

##

#

年龄
"A%%

##

B"A!C

##

B"A#%

##

B"A%G

B"A!E

##

"A"C #

!!

'二(幼儿同伴侵害与儿童社交焦虑!师幼关系

的中介作用

温忠麟)侯杰泰等人指出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

是中介变量应当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

#"

/

$因此"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我们只考察

师幼关系的满意度因子在幼儿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

间的中介效应$鉴于此"根据温忠麟.

##

/等人的中介

效应结构模型"采用多层线性回归的方法"探究满意

度在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以幼儿社交焦虑为因变量"年龄和性别作

为控制变量"同伴侵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输出

回归系数为
"A!H

%

Kh%"A%H

###

"

;hGAG#

###

&!其次"

以满意度为因变量"同伴侵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输出回归系数为
B"A#G

%

Kh##A"G

"

;h

:!再次"

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满意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输出回归系数为

B"A!#

%

Kh#$A$"

###

"

;hB&A%&

###

&!最后"以社交

焦虑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第二层中同

时放入同伴侵害和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输出回归

系数为
"A!E

%

Kh!&A#E

###

"

;hGA%!

###

&$由此可知"

满意度在幼儿同伴侵害和社交焦虑关系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b

"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

$

三$分析与讨论

'一(幼儿同伴侵害$社交焦虑及师幼关系的一

般特征分析

本研究发现"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被侵害幼儿

的社交焦虑水平明显升高"但幼儿同伴侵害)社交焦

虑无性别差异"这和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

#!

/

$但在

亲密性)冲突性及满意度发展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

具体表现为女孩在亲密性)满意度维度上"其发展水

平显著高于男孩"而男孩的冲突性水平则显著高于

女孩!方差分析也显示#同伴侵害)社交焦虑及师生

关系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同伴侵

害)社交焦虑及冲突性发展水平上"小班)中班和大

班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年龄差异%

L$

"A""#

&"在亲

密性)支持性及满意度上"小班和中班)小班和大班

之间均存在显著年龄差异%

L$

"A""#

&"但中大班之

间则无年龄差异$这表明"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同伴

侵害早已在幼儿园中发生"且无性别差异"即女孩和

男孩一样也会存在着同伴侵害$这启示教育者们对

于儿童同伴侵害的干预应当从幼儿园开始"从娃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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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起"且要打破'女孩不会欺负人(的这一传统观念$

当幼儿长期遭受同伴侵害时"被侵害幼儿会将这一

消极经历内化"作出不客观消极的自我评价从而引

起同伴关系紧张$这时"被侵害幼儿往往会出现焦

虑等不良适应情绪"进而引发其心理健康问题$

图
#

!

满意度在同伴侵害与社交

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二(幼儿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师幼关系的中

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表明#同伴侵害与儿童社交焦虑存在显

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侵害水平的升高"被侵

害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也会升高"这也验证了已有

研究结论.

#%

/

$此外"同伴侵害)社交焦虑与师生关

系的关系也说明"亲密性)支持性和满意度与同伴侵

害呈显著负相关"满意度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这就意味着满意度在同伴侵害与社交焦虑间存在中

介效应$教师作为幼儿园阶段孩子的重要他人"对

幼儿的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当幼儿被侵

害时"如果教师与被侵害儿童师生关系良好"对彼此

感到满意"则能够有效降低被侵害儿童的社交焦虑

水平$这就启示着我们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要仔细

进行观察"尤其对那些被侵害儿童予以更多关注"主

动积极地建立并维护师生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幼儿

园阶段"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幼

儿教师$因此"幼儿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把孩

子当做平等)独立的个体"与之建立和谐的师生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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