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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当前社会新形势下，社会发展激增了一系列的教育需求，随之学校管理模式也

在不断创新，寄宿学校因满足了当下许多家庭的需求而日益增多。寄宿的管理模式

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抑制儿童饮食和学习方

面的不良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寄宿的生活方式

也引发了学生适应不良、抑郁、孤独感等负向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个现象在高中

阶段则更为普遍。随着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更多教育和社会工作者希望

通过培育高中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为之创造更为有利的成长环境来促进高中生的积

极适应和健康发展。孤独感的产生是由于个体的实际交往能力与其渴望达到的交往

能力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而产生的心理现象，处理好寄宿高中生的孤独感问题也会

为其积极适应学校生活与健康发展助一臂之力，故本研究通过使用同伴依恋量表、

自尊量表和孤独感量表，对 336名寄宿高中生进行调查，了解其同伴依恋、自尊和

孤独感的现状，探究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缓解寄宿高中生孤独感寻求理论支持，

本研究结果如下：

（1）寄宿高中生安全型和非安全型人数分布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2）寄宿高中生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疏离维度以及孤独感上，存在显著的年级

差异，在沟通维度，高一年级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其他年级无显著差异；在疏

离维度上，高二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年级的得分，其他年级无显著差异；在孤

独感上，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二、高三和复读生的得分；

（3）寄宿高中生仅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得分显

著高于男生；

（4）寄宿高中生在同伴依恋的信任和沟通维度，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城市

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的得分；

（5）自尊在同伴依恋和孤独感之间起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孤独感；自尊；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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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new social situ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has surged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needs, and the school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novated. Boarding schools are increasing because they meet
the needs of many families today. The management mode of boarding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good living habits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suppress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diet and learning. It has caused
negati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maladjustment,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which is more common in high school.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ise of active psychology research,more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ers hope
to promote the active adapt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cultiv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creating a more
favorable growth environment for them. The feeling of loneliness i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ctual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the ability to achieve it.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loneliness in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also actively
adapt to school lif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Therefore, this study used a
peer attachment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loneliness scale to survey 336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peer attachment,
self-esteem, and loneliness.Alleviating the loneliness of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eeking theoretical support.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afe and non-safety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gender and grade;

(2) There are grade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In the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the score of the first grade of hig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grade,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grades.
The scores of the first grade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cores of
sophomores, seniors and repe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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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ly in the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of peer attachment,Girl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ource of trust of the
boar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dimensions of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peer attachments,Urban stud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ural students;

(5) Self-esteem acts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loneliness.

Key words：Boarding; peer attachment; loneliness;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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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并逐渐优化配置教育资源，调整学校布局，再加之部分民间人士参与其中，例如马

云公益基金倡导：“乡村寄宿制学校”，寄宿学校越来越多。

当前新形势下，社会发展激增了一系列的教育需求，学校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创

新，寄宿模式也是屡见不鲜[1]。寄宿学校因为可以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寄宿制会因为这些优势受到学生家长的

欢迎和肯定。但是，寄宿生活真的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益吗？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

有不同的看法[2] [3]。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寄宿学生的心理健康会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更加敏感，情绪更容易激烈，孤独、环境适应等问题。

高中是学生从青春期过渡到成人阶段的关键时期，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阶段。

这一时期孩子的心理矛盾很容易加剧，首先是因为孩子们需要自己去面对更复杂的

人际关系和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其次是因为身心发展让他们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4]。

进入高中之后，学生由于面临高考压力、课业负担加重、不能融入宿舍集体，想念

家人和外校朋友等多种因素很容易产生不良情绪。有研究指出寄宿生会出现环境适

应不良、孤独、情绪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5]；也有研究显示，与父母沟通越少，

学生越倾向于自责[1][6][7]。这些严重影响着高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而与走读的

学生相比，寄宿生更多的会从学校内部寻求人际交往对象，获取社会支持，通俗来

讲，寄宿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活动空间，必须遵从学校的时间安排，因此只能更多

的从学校环境中寻找归属感和安全感[8]。

伴随着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潮，通过培育高中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为之

创造更为有利的成长环境以促进高中生的积极适应和健康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不仅仅

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更得到了社会工作者以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而本研究

拟通过对寄宿高中生依恋、孤独感与自尊的关系研究以为缓解寄宿高中生的孤独感

提供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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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文献综述

1.1孤独感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孤独感是个体因人际关系和社交不良产生的不愉快的孤立状态。本文所采用的

是Weiss的观点，即认为孤独感是由于个体的实际交往能力与其渴望达到的交往能

力之间存在的较大差距而产生的心理障碍[9]。

关于高中生孤独感的研究，国内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了解高中生

孤独感现状的同时，探究其形成原因。孙经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无孤独感的

占 38.1%，有重度孤独感占 5.7%，较重占 8.0%，中度占 14.8%，轻度占 33.4%，不

同的性别、学校的类型、学段、是否住宿、是否长期与父母一起生活、学习成绩对

中学生孤独感均有影响；王士栋的研究分析了高中生孤独感产生的因素，他发现高

中生孤独感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学校和家庭。高中生与家人的交流情况、学习的

压力、友谊的质量都与高中生的孤独感有密切联系[10]。张娟通过调查发现，高中生

的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高二年级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高一

年级，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学历会影响高中生的孤独感，与祖父母一同生活的高中生

孤独感最强[11]。第二个方面是关系研究，将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等其他因素相联系，

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李仲平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孤独感与内外因素之间的

关系，发现孤独感与家庭功能和社会知觉有显著的负相关，它们对孤独感有直接的

负向预测力[12]。孙经等人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了 21870名中学生，发现中学

生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高中生或多或少都存

在一定的孤独感，张娟认为是青少年时期是青少年孤独感发生和发展的高危期，在

这一阶段学生的孤独感会比其他年龄阶段更加常见[13]，并且由于孤独感与心理健康

状况关系密切，所以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研究发现，孤独感常与父母教养

方式、自身的依恋类型等相关，这为本研究探究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和孤独感的关

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由于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相联系，所以探究其内在机

制就尤为重要。

1.2同伴依恋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依恋是个体与重要他人（尤其父母）形成的稳固而持续的情感联结。依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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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孩子第一次尝试社会行为——与母亲（看护者）的联结，婴儿期期间婴儿与母亲

（看护者）开始逐渐形成情感联结，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会与家庭以外的他人建

立持久的依恋联结，其中包括同伴依恋，师生依恋等[14]。同伴依恋是指青少年与其

同伴间建立的二者互有的亲密的感受和相互给予支持、温暖的关系[15]。

Bowlby 认为，激发人类在需要的时候去向那个重要的他人(即依恋对象) 寻求

亲密感的人类依恋行为系统是与生俱来的，Ainsworth等人用“陌生情境法”将母婴

依恋划分成了安全型，焦虑一矛盾型、焦虑一回避型和混乱型四种类型，这种早期

的依恋模式影响着个体在将来对人际关系的期待[16][17]。其中，Hazen和 Shaver最早

将 Bowlby 的分类法拓展到成人依恋研究中[18]，研究者们将成人依恋风格分为安全

型、焦虑一矛盾型和回避型三种，因为它无法区别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个体之间具体

有些什么差别，以及它有限的统计效力因而受到批评[19][20]。张国华等人通过对北京

404名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同伴依恋中的疏离维度与自我认同和网络成瘾有显著的

相关，并且同伴依恋中的疏离维度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21]。戴晓阳等人对

422名高中生施测，探究了高中生的依恋类型与独处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害怕型

依恋的主要特征是社交回避，安全型依恋个体的主要特点是积极独处，冷漠型依恋

个体的主要特点是孤僻，而专注型个体依恋的主要特点是孤独[22]。贾会丽对 665名

高中生进行调查，探讨高中生依恋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发现高

中生依恋与人际关系和自我同情都具有显著相关[23]。王玉洁等人通过对 858名青少

年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同伴依恋、情绪调节效能感和抑郁情绪有显著相关，并且情

绪调节效能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从而得出结论，安全的同伴关系有助于青少年形

成良好情绪调节的信念，进而可以降低青少年的抑郁状况[24]。Laible Carlo和Raffadlli

发现在青少年发展过程当中，同伴依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相对于父母依

恋更大。Wesis认为：同伴之间稳定的关系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必要的鼓励和支持，

还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正向的情绪依恋。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关于高中生同伴依恋的研究较少，大多在探究同伴依恋

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大约可以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类是依恋类型的调查研究，

看各个依恋类型在高中生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单纯对依恋类型调查的研究比较少，

更多的为第二种类型，探究同伴依恋与其他变量，像心理健康、独处行为、人际关

系、社会能力等的关系研究，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从而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

本研究旨在了解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孤独感的影响，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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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自尊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1.3自尊的定义及相关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自尊是对自己的综合价值的肯定，受自己做事成败的自我肯定、

他人评价、社会比较的影响，即自我价值感；另一种观点认为自尊最先呈现为自我

尊敬与自我爱护，然后自尊还包括他人、集体以及社会对自己尊重的期许，简单讲

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社会角色进行自我的评价结果，也就是自我尊重。国内黄希庭学

者认为自尊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感知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我对主体的自我和社会

主体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即自我价值感。本文采用黄希庭老师的定义。

国内对高中生自尊的研究比较多，以关系研究为主，其中也有部分是对自尊内

部结构的探究。张丽华等人通过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高中生自尊结构

包括自我胜任感、重要感、归属感和形象感四个方面，并编制了高中生自尊自评问

卷[25]。孙志风通过对 885名高中生的调查，探究其自尊的特点，以及与心理健康、

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中生心理健康的调节变量是自尊，并且在性别和

年级的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个体早年自尊得到满足的程度直接影响其成年后的

心理健康[26]。杨昭宁通过对高一高二学生调查，发现高中生的自尊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发现自尊和人际信任呈现显著相关，表明在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中包含自尊，并

且自尊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27]。张伟娟测查农村 140名高三学生，发现农村高三学

生的自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自尊并无性别差异，并且自尊通过解决问题和自责

的应对方式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部分影响[28]。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自尊与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多种变量都具有显著的相

关，同时自尊更多以中介或者调节变量出现在各研究中，本研究也在探究自尊在同

伴依恋和孤独感中所起的作用。

1.4高中生同伴依恋与孤独感关系的相关研究

研究者将孤独感的产生原因按其重要性依次归为：早期的依恋方式，人格因素，

个体消极的认知和应对，社交技能的缺乏和社会性忽略等。已有研究表明，依恋与

孤独感关系密切，依恋安全的个体比其他依恋类型个体体验到更少的孤独感[29]。调

查显示安全型依恋类型与孤独感呈负相关，安全依恋的人一般会建立积极健康的人

际关系，并因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积极正向的评价带来的安全感来获取对孤独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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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恐惧型依恋类型与孤独感呈显著的正相关，恐惧型依恋类型得分越高，孤独

感得分越高，恐惧型依恋类型得分高的的人通常会拒绝和别人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再加之一般采取疏离、回避等不良的应对方式，因而个体很容易有孤独的感受[30][31]。

专注型依恋类型与孤独感成负相关，专注型的个体通过主动的人际交往来获得自尊，

积极主动的进行社交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失去亲密关系，然而在这种不健康的人际关

系中，个体自身又很容易感受到孤独感。据调查统计，忽视型依恋类型与孤独感呈

现不显著相关。忽视型个体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信任和依靠的，而他人不值得信

赖[32]，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亲密关系也是很舒适的，所以他们并不会轻易感受到孤独。

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青少年主要的发展任务之一，如果在

此阶段没有建立良好且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个体体验到的孤独感就会更为强烈

[33]。

心理动力学理论认为：孤独感体验是以个体早期情感关系和人际依恋为基础的，

这也在暗示着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情感关系，依恋可能会影响着个体的孤独体验

[34]。

综上所述：不同的同伴依恋类型都会影响孤独感。

1.5高中生同伴依恋与自尊关系的相关研究

国内虽未有直接探究同伴依恋与自尊俩者关系的研究，但是探讨依恋和自尊的

关系研究却不少。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对自身的评价、基本感受会来源于早期与个

体的抚养者的交往经历，尤其是母亲，健康的亲子关系的儿童的自尊往往较高，他

们感觉自己是有能力且自信的；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会让儿童感觉自己是没有价值且

不被人喜欢的，这些儿童的自尊较低[35]。

杨安博通过对四个地区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对父亲的依恋焦虑、依恋回

避和学生的自尊均与学生的学业成就呈显著的正相关，学生对父亲的依恋回避和依

恋焦虑可以预测高中生的自尊和学业成就[36]。谢玲平为考察中学生依恋与安全感对

自尊的影响，对 700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依恋与安全感都可以正向预测自尊。

安全感在父母依恋和自尊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从而得出学生的依恋可直接正向

影响自尊，也可以通过安全感影响自尊[37]。张诗敏认为依恋对个体的成长和自尊的

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她采用内隐联想测验来测量自尊，采用亲密关系量表来测量

依恋，在此基础上考察自尊和依恋的关系，发现内隐自尊和依恋的焦虑维度俩者之

间成负相关，则与依恋的回避维度成正相关[38]。琚晓燕通过对浙江两个城市的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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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调查，发现同伴依恋与父母依恋都对自尊有着不同程度的预测

力，其中对自尊预测力最强的是母亲依恋，其次是同伴依恋和父亲依恋[39]。

综上，我们发现，自尊和依恋有显著的相关，并且依恋对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

一个具有安全依恋关系的个体会让他自己产生自信，并让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有价

值的，从而提升个体自身的自尊水平，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

就会让个体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从而降低他们的自尊水平。

1.6高中生自尊与孤独感关系的相关研究

在探讨自尊和孤独感关系的研究中，以往更多是以大学生、儿童为研究对象，

较少有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的，但结论大致相同，即自尊和孤独感具有显著的负相

关。

昝旻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两所非寄宿制学校和两所寄宿制学校四、五、六年级

共 548名学生进行自尊和孤独感的研究，调查发现四、五、六年级学生的自尊与孤

独感呈现显著负相关，也在说明自尊可以很好的预测孤独感[40]。杨雨露为探讨流浪

儿童的孤独感、自尊与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对 75名流浪儿童进行调查，结果

发现社会支持、自尊与孤独感呈显著的负相关。他们还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社会支持、自尊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自尊在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41]。王继玉对 303名大学生调查发现：自尊与孤独感之间存在负相关，与生活满

意度存在正相关，自尊在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42]。于绪丽通

过对 21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具有显著差异，大学生孤

独感与自尊、社会支持三者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孤独感可以较好的预测自尊和社

会支持[43]。张连云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对 264名留守儿童和 213名非留守儿童进行

调查，探究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发现自尊对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同时家庭亲密度、同学支持、自尊、教师支持这几个变量共同反向影响留守

儿童的孤独感[44]。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自尊与孤独感具有相关性，并且成显著性负相关，但是因

为缺少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研究，所以研究结论对高中生这一处在青春期特

殊时期的学生群体是否适用，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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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高中生同伴依恋、孤独感和自尊关系的相关研究

班兰美认为早期与父母的依恋方式是孤独感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她通过

调查 439名大学生孤独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依恋的关系，结果显示大学生孤独感、

自尊与依恋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依恋的三个维度安全、恐惧和焦虑可以显著

预测大学生的孤独感，当控制依恋的预测作用之后，会发现自尊对孤独感的预测作

用依旧显著，可以得出自尊在依恋与孤独感间起中介作用[45]。李彩娜等人调查了 500

名大学生，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孤独感呈现性别差异，而且男生的孤独感得分会显著

高于女生的孤独感得分，大学生的依恋、孤独感与自尊之间有着显著相关，依恋可

以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孤独感，自尊在中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46]。王翠萍通过对 323

名农村初中生调查，发现农村初中生的孤独感处在中等水平，孤独感、自尊与同伴

依恋之间显著相关，同伴依恋、自尊显著影响初中生孤独感，且自尊在二者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47]。胡静初等人在网上发放问卷和发放纸质问卷的方式，调查 202名

男同性恋者，发现男同性恋者孤独感水平和依恋焦虑水平均显著高于男异性恋者，

自尊水平和依恋回避水平显著低于男异性恋者，自尊在依恋焦虑和孤独感之间起着

部分中介的作用[48]。张兴对 311名的老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孤独感会在依恋

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孤独感会在依恋回避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而自尊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中不起中介作用；孤独感与自尊会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

起到链式中介的作用[49]。自尊不仅是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自尊

是具有自我评价性成分的人格变量，作为人格变量的自尊会影响个体的情绪情感，

也可以理解为自尊连接着依恋与孤独感，在依恋和孤独感的关系当中，会通过自尊

起作用。

综上，我们发现，虽然少有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但以大学生、老年人，

甚至男同性恋等人群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即依恋、孤独感和自尊之间是

有显著相关的，同时自尊在其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所以本研究猜想，将此结论推

广到寄宿高中生这一群体，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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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这些年来，孤独感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与社会的需求也是密不可分的，孤独感，作为一种负性的情绪体验，对我们的身

心健康都会造成影响，对于寄宿中学生来说，更为明显。有研究表明寄宿环境中的

青少年更容易感知到冲突，更少感知到人际关系支持。寄宿生具有既渴望与他人建

立亲密关系同时又想远离人群的矛盾心理，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

了解个体的孤独感对人类适应学校社会和身心健康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

已有不少关于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相关研究，但大多都是关于大学生的，也有针

对特定群体的研究，例如男同性恋者[32]，但缺乏对中学生，尤其是寄宿中学生这一

特殊群体的研究，同时，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依恋这一大的类别，而很少针对同伴

依恋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中学生，尤其是寄宿中学生，由于长年在学校生活，所以

更多是是面对同伴之间的关系。与父母接触较少，同时青春期这一自我意识飞速发

展的时期，同伴关系渐渐超越父母关系，成为影响中学生的主要因素，所以需要单

独探讨同伴依恋，不能把三种依恋一概而论。本研究将对象确定为寄宿高中生，通

过探讨其孤独感，自尊与同伴依恋现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缓解寄宿高中生的孤

独感提供理论支持。

2.2研究目的及意义

目的：探讨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探究自尊在其中

所起的作用。

理论意义:本研究通过对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和自尊作用的研究，为减轻寄宿高中生孤独感提供理论支持。

实践意义:将自尊在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与孤独感间的关系作用特点的研究成

果运用到实际教学当中，帮助和改善高中生的孤独感。

2.3研究内容

1、考察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一般特征。

2、考察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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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察寄宿高中生的同伴依恋是否以自尊为中介影响孤独感。

2.4 研究对象和研究假设

2.4.1 研究对象

以某中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371份纸质问卷，回收 371份，回收率 100%，

剔除 3份未完成的问卷，有效问卷为 368份，问卷有效率为 99.2%。（被试基本情

况见表 1）
1、被试基本情况表

变量 人数（N） 百分数（%）

性别 男 190 51.6

女 178 48.4

年级 高一 104 28.3

高二 125 34.0

高三 53 14.4

复读生 86 23.4

生源地 城市 164 44.6

农村 204 55.4

寄宿 寄宿生 336 91.3

非寄宿生 32 8.7

独生子女 是 44 12

否 324 88

父母婚姻状况 原配 343 93.2

离异 14 3.8

丧偶 5 1.4

重组 6 1.6

母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207 56.3

中专 47 12.8

高中 62 16.8

大专 24 6.5

本科及以上 28 7.6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202 54.9

中专 4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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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59 15.3

大专 45 11.7

本科及以上 21 5.4

总计 368 100

2.4.2 研究假设

1、安全型和非安全型人数分布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差异；

2、寄宿高中生在同伴依恋的部分维度上边存在人口学变量差异；

3、寄宿高中生在孤独感上存在年级差异；

4、自尊在同伴依恋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5 研究工具

（1）同伴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

由 Armsden和 Greenberg编制，其中包含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三个

分量表，各有 25个项目，每个分量表分三个维度：信任、沟通、疏离，划分标准为

量表的平均分，依恋质量分为俩种，分别是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以下是操作方法：

当疏离分数小于或等于 3，信任分数大于或等于 3，沟通分数大于或等于 3，划分为

安全的依恋关系，其它则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8。

（2）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

自尊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 Rosenberg编制的，共由 10个条目组成，属于自陈量

表，其中 5道为正向计分，5道为反向计分。在此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测定的方便，

受测者可以直接报告这十条描述是否与他们自己一致，一共四级评分，非常符合用

1来表示，符合用 2来表示，不符合用 3来表示，很不符合用 4来表示。分数相加，

即受测者的自尊分数，分数越高，自尊的程度就越高。本研究中 SES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 0.72。得分 15 分以下，说明自尊水平很低，15 分到 20 分自尊水平较低，20

分到 30分为正常水平，30分到 35分为自尊水平较好，35分以上为自尊水平很高。

（3）孤独感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UCLA）

UCLA孤独感量表一共包含 20个项目，其中含 9个反向计分项目，采用 1（从

不）～4（一直）评分，总分 80分，分值越高，孤独感体验越严重。该量表的内部

http://www.so.com/s?q=%E7%88%B6%E5%AD%9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8D%E5%AD%9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1%B9%E7%9B%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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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信度为 0.83。得分 28 分以下为低孤独，28 分到 33 分为一般偏下孤独，33

分到 39分为中间水平，39分到 44分为一般偏上孤独，44分以上为高孤独。

2.6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0和 Amos21.0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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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都是由被试自我报告，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时虽使用

了匿名的形式并且部分题目反向计分进行施测，但是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严谨性，

使用 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因子的特

征值大于 1的有 24个，并且首个主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 12.99%，低于临界值，因

而判断本研究无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 368名高中生，其中寄宿生有 336人，占总人数的 91.3%，在寄

宿高中生中，安全依恋型的有 212人，占寄宿高中生的 63.1%，不安全依恋型的有

124人，占寄宿高中生的 36.9%。（详情见表 1）
1、参与调查寄宿高中生依恋类型结果统计

人数（n） 百分数（%）

安全型 212 63.1

不安全型 124 36.9

总计 336 100

3.3寄宿高中生依恋类型在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上的分布

由于被试人数在寄宿与否、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状况、母亲学历、父亲学

历上的差异较大，我们在此只考察寄宿高中生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两种依恋类型在性

别、年级和生源地上的分布，卡方检验表明安全型和非安全型人数分布在性别和年

级上存在差异。（见表 2）

2、寄宿高中生依恋类型在性别、年级和生源地的分布（%）

安全型 不安全型 x2

性别 男 101（57.7） 74（42.3） 4.89
*

女 111（69.4） 49（30.6）

年级 高一 69（75.0） 23（25.0） 8.39
*

高二 69（57.0） 5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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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3.4自尊和孤独感在不同依恋类型上的差异

t 检验表明，安全型学生自尊得分显著高于不安全型学生，不安全型学生孤独

感得分显著高于安全型学生。（见表 3）

3、自尊和孤独感在不同依恋类型上的差异（M±SD）

安全型

（N=212）

不安全型

（N=123）

t

自尊 28.46±4.95 25.33±5.74 5.25***

孤独感 40.31±7.91 49.26±9.77 9.14
***

3.5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人口学差异

由于是否寄宿、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婚姻状况、母亲学历、父亲学历在被试人

数上差异较大，所以本研究不做差异性检验，只对在性别、年级和生源地上不同的

被试的得分做差异检验。

3.5.1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调查了 175名男寄宿高中生和 161名女寄宿高中生，t 检验表明男、女

生只有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维度上差异显著，并且女生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而在

同伴依恋的其他维度以及自尊和孤独感上，男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详情见表 4）
4、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各维度得分的性别差异（M±SD）

男（N=175） 女（N=161） t 值

信任 3.47±0.79 3.53±0.64 0.78

沟通 3.30±0.82 3.51±0.68 2.51
*

疏离 2.56±0.72 2.49±0.62 0.87

自尊 27.19±5.92 27.45±4.89 0.44

孤独感 43.92±10.52 43.19±8.62 0.69

高三和复读 74（60.7） 48（39.3）

生源地 农村 114（59.1） 79（40.9） 3.48

城市 98（69.0） 4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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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年级差异

因高三和复读生人数较少，与其他年级差异大，现将高三和复读生合并处理，

分析表明，在沟通、疏离和孤独感三个方面存在年级差异，经事后检验可得，在沟

通维度，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其他年级间无显著差异；在疏离维度

上，高二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年级的得分，其他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孤独

感上，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二年级、高三年级和复读生的得分。（详细情况

见表 5）。

5、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各维度、自尊和孤独感得分的年级差异（M±SD）

3.5.3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生源地差异

本次调查的寄宿高中生中，一共有 142名生源地为城市的学生，194名生源地

为农村的学生，发现在同伴依恋的信任和沟通维度城市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

生的得分，然而在其它方面，城市和农村学生并无显著差异。（详情见表 6）

城市（N=142） 农村（N=194） t 值

信任 3.64±0.70 3.40±0.72 3.07
**

沟通 3.53±0.70 3.31±0.80 2.67
*

疏离 2.46±0.68 2.56±0.67 1.56

自尊 26.70±5.64 27.76±5.26 1.78

孤独感 43.20±9.50 43.90±9.77 0.73

3.6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关系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关系，结

高一（N=92） 高二（N=121） 高三和复读（N=122） F 值

信任 3.65±0.78 3.40±0.76 3.50±0.62 2.99

沟通 3.58±0.75 3.26±0.81 3.40±0.71 4.89
**

疏离 2.39±0.61 2.61±0.76 2.54±0.61 3.25
*

自尊 27.78±5.47 27.07±4.81 26.63±7.23 0.55

孤独感 41.17±11.24 45.06±9.16 43.92±8.47 4.26**

6 、 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各维度得分的生源地差异（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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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寄宿高中生其信任与沟通维度和自尊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孤独感具有显著的

负相关，疏离和自尊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孤独感有显著正相关，自尊与孤独感

有显著负相关。（详细情况见表 7）
7、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各维度的相关

信任 沟通 疏离 自尊

自尊 0.30** 0.25** -1.36*

孤独感 -0.59
**

-0.60
**

0.47
**

-0.31
**

3.7自尊在同伴依恋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自尊、同伴依恋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使用 Amos21.0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详见图 1，该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良好（NFI=0.93，RFI=0.86，IFI=0.93，

CFI=0.93）。同伴依恋对自尊和孤独感的预测显著（p<0.001），自尊对孤独感的预

测作用显著（p<0.05）。同伴依恋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量为 0.38（p<0.05）；同伴

依恋对孤独感的间接效应量为 0.54（p<0.05），说明自尊会在同伴依恋对孤独感的

作用当中起中介作用。

图 1同伴依恋、自尊和孤独感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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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讨 论

4.1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的特点及人口学差异

从本次的调查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寄宿高中生的同伴依恋类型为安全型，但

是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的安全依恋类型是非安全型的，袁军的调查结果表明安全型

的同伴依恋个体总数大约占总调查人数的 65%~70%，而其他依恋类型的个体总数约

占 30%，李小青等调查人员同样也发现同伴安全型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而恐惧型的

人数占比最低，这个调查结果也与陈丽君和 Batholome的结论相一致。本研究结果

也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也在说明还有部分学生并没有与同伴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的关系，在与同伴交往方面有一定的问题。

高中生正处在青春期，而这一时期学界普遍认为有这样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

高中生的依恋对象会由父母转向同伴，友谊在青少年的学习与日常生活中变得愈加

重要，在这一阶段高中生通过良好的同伴关系给予他们安全感，提供给他们大量的

情感支持。也有依恋研究者曾经预测，一个亲密的同伴最终会取代父母，逐渐成为

个体情感支持的等级之首[50]。尤其是个体在青少年这一时期的社会适应和情绪调节

能力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同伴依恋关系在今后的生活中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51]。总

之，如果青少年可以获得良好的同伴依恋关系，就可以降低他们感受到高孤独感的

概率，而且也会对青少年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如果青少

年获得不良的同伴依恋关系则会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并且还有可能导致对他人抱有

消极期待，无法有效沟通， 最终损害社会功能[52]。

4.1.1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的性别差异特点

在依恋的三个维度中，本研究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只存在于沟通这一维度，在

这一维度上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的得分，在信任和疏离维度并没有显著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更多的女孩报告了对同伴的依恋[53]。意大利研究者使用 IPPA同伴

依恋分量表调查了 1059 名 13 到 18 岁的学生，其中 574 名女性、402 名男性（83

名没有报告性别），发现男女生的同伴依恋性别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

在疏离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在信任和沟通维度上差异显著，皆为女性的分数显著高

于男性的分数，该结果表明男性与同伴相处时有更高的不安全感，女性对同伴更容

易产生积极的依恋。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安全型风格的女孩的数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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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男孩，但研究者认为该差异也有可能仅表现在青少年晚期。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女孩比男孩会更早的脱离家庭联系，并与更多的同伴建立关系[54]。这一结果也说明,

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亲密感的发展轨迹[55]。本研究也发现，在县级寄宿高中，女

生的安全型依恋人数占比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女性的认同感

更多源于亲密关系，但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女生只有有了足以信任的闺蜜，才会

对他人建立信赖感，而男孩子更倾向于与同伴接触交流。造成男女生在同伴沟通上

的差异可能与以下几个原因相关：女孩沟通方式的习得更多的来源于模仿母亲，从

小教导以温柔的方式与人沟通，而男生沟通方式的习得更倾向于模仿父亲，从小经

常以下命令的方式沟通；女性更加重视分享美的东西，传递感情，在与别人聊天时，

她们总是耐心地聆听谈话内容、感受所传达的感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现她们对

别人的爱和尊重；而男性更关注能力和效率，他们一般喜欢通过获取成就来体现个

人价值，所以他们在谈话过程中会更多的通过提供解决办法来体现自己的能力；心

理学家 Bem 的性别特质理论提到:女性擅长与人交流沟通，并与之建立各种各样的

情感连接；然后将内心的孤独通过人际交往上的相互支持与滋养有效排遣，而许多

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4.1.2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年级特点

本研究发现，寄宿生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疏离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

事后检验得到：在沟通维度高一年级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在疏离维度，高二年

级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年级得分；卡方检验表明安全型和非安全型人数分布在年级上

存在差异。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李可欣以广州市某三所普通高中中学生为

被试，高一年级 199人，高二年级 171人，通过 ECR量表测试，结果表明在普通高

中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同学们的依恋得分差异并不显著[56]，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能是由于高一年级在进入高中之后，对高中的校园生活以及新的寄宿方式充满好奇，

加之学业负担较轻，因为寄宿的原因校园活动比一般高中更多，高一的学生通过各

种各样的活动不断建立新的同伴关系，与同伴取得沟通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再

加上县里只有一所高中，在这所高中会遇到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同伴关系的建立相

对来讲更为轻松；而高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学科内容以及难度的加大，投入学习的时

间较多，减少了与同伴之间的沟通，并且在与同伴交往中由于缺少沟通，学习压力

大以及学业竞争关系导致与同伴之间产生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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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生源地特点

在生源地方面，城市的学生在信任和沟通方面要好于农村的学生，这或许与他

们所成长的环境有关系。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周围环境会好一

些，在与人沟通时，会更加自信一些。之前有些研究并未发现同伴依恋存在生源地

差异，例如在谌俏通过选取湖南省某两所职校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 509名高职生进

行的同伴依恋的问卷调查中，通过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的方法探讨高职生同伴依恋

的生源地差异，其结果显示，高职生在同伴依恋的三个维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总

分差异也不显著[57]。造成此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被试是县级的寄宿高中生，

而谌俏的研究是以湖南省的俩所职校生为被试，虽然两个研究中被试年龄相似，但

是职校和寄宿高中在管理方式上并不相同，高中生面对较大的高考压力，学校对他

们的管理更加严格，学校要求不能使用手机，所以学生在同伴交往中更倾向于面对

面的交往，同伴交往的渠道受到了限制，生活与学习环境更加单调，而职校的高中

生在学校管理上较为宽松，学生高考压力小于寄宿高中生，同伴交往中可以使用网

络、面对面等多样的方式，所以无论是农村的孩子还是城市的学生都能在相对自由

的环境，通过不同的方式形成高质量的同伴依恋。

4.2寄宿高中生孤独感的人口学差异

本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和生源地的高中生，他们的孤独感得分并无显著差异，

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20][22][23]，但是不同年级高中生的孤独感得分有显著差异，在本

调查结果中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二、高三年级的得分。在张珍伟等人的研究

中通过选取西安市一所高中三个年级十个班级 435名的学生为被试，对他们的孤独

感进行考察，发现不同年级高中生的孤独感的差异并不显著。此次研究结果和张珍

伟等人的研究结果产生差异，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在寄宿高中当中高一学生进入

一个新的环境，虽然会出现适应性问题，但是因在学校中有很多认识的小初同学，

并没有因为升学导致与之前的同学分开，反而与部分小学同学也在一起了，再加上

高一学生与初中同学因为刚刚毕业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丰富的文化活动学生

可以在原有的同伴基础上逐渐认识新的朋友，扩大朋友圈，因此高一年级的学生孤

独感得分较低；高二学生面临文理分科，由于分科会分到不同的班级、要面对和适

应新的班级环境，并且随着学业难度加大、内容增多，这些都让高二学生的孤独感

得分变高；学生步入高三年级高考的压力随之而来，已经开始明白自己的最重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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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学业，学校更为严级格的管理使得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更少，因而高三阶段学

生的孤独感得分也偏高[58]。

4.3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自尊在依恋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前的研究也是一致

的[59]，这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个体的情绪情感会受到作为自我意识中具有

评价性成分的自尊的制约；其次个体与他人人际关系好坏可以通过自尊系统来反映，

自尊系统可以用来度量个体对他自己和社会尤其是和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度

量也可以反映个体是否拥有友好的长久的人际关系[60]；再次，自尊是与情感和认知

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密切相关的起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这又预示着自尊连接着依恋

与孤独感，即依恋在影响个体的孤独感体验中会通过自尊这一中介变量[61]。也可以

这么理解，一个具有安全型依恋的人，他们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对象，并且依靠的对

象可以与之相互尊重、理解，因而他们容易形成较高的自尊水平，对自己有更多积

极、正面的评价，拥有较好的社会交际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体会到的孤独

感就比较少；相反，一个不具有安全依恋的人，他们往往缺乏依恋的对象，或是与

依恋的对象无法相互信任和交流，因此会产生对自己负性、消极的评价，不相信自

己的能力，所以自尊水平也会比较低，而自尊水平的降低，又会让他们害怕与别人

交往，更加逃避，从而产生更多的孤独感。

同伴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而且还存在间接效应，这一结果不

仅仅证明了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同伴依恋的重要性，而且还很好验证了依恋会通过个

体在早期与重要他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与自我相关的心理特征对个体心理的状态起

作用，而这种内部工作模式的重要成分包含自尊，也是在暗示依恋会通过个体的自

尊对个体心理的状态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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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1）寄宿高中生安全型和非安全型人数分布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2）寄宿高中生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疏离维度以及孤独感上，存在显著的年级

差异，在沟通维度，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其他年级间无显著差异；

在疏离维度上，高二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年级的得分，其他年级之间无显著差

异；在孤独感上，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二年级、高三年级和复读生的得分。；

（3）寄宿高中生仅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的得分要

显著高于男生；

（4）寄宿高中生在同伴依恋的信任和沟通维度，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城市

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的得分；

（5）自尊在同伴依恋和孤独感之间起中介的作用

5.2 对策及建议

5.2.1家庭教育方面的启示

寄宿高中生的孤独感问题会受到同伴依恋的影响，这就要求不同的同伴依恋类

型的学生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模式以利于学生建立和谐的同伴关系。这样一来，

父母和学生在选择高中学校以及决定是否住宿时，需要进行更多的实地考察。不同

的寄宿学校的教学风格不同，有的是完全封闭式管理，有的学校除了学习之外还有

更多的社团活动等等，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学习生活方式，父母和孩子可以在实

地考察了解之后结合学生的特点再确定适合自己的学校，不要只考虑距离或师资等

单方面因素做出决策。

5.2.2给教师以及学校关于改善寄宿高中生孤独感的建议

在寄宿高中生同伴依恋的人口学变量中，我们发现女生在沟通方面优于男生；

在同伴依恋的沟通维度高一年级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二年级；在疏离维度，高二年级

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一年级的得分；在孤独感方面，高一年级得分显著低于高二年级、

高三年级和复读生得分；农村孩子在信任和沟通维度低于城市的孩子，因此我们更

加关注男生、高二、高三年级以及农村的学生这四种群体。从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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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高中的教育工作者想让寄宿高中生获得同伴群体的支持与认可，形成良好的同

伴依恋，就需要帮助寄宿高中生建立同伴信任，避免同伴疏离，通过朋友的社会支

持使寄宿高中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从而降低他们的孤独感。为达到

这一目的，引导寄宿高中生正确处理社会支持、朋友和学业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

重要。

作为寄宿学校的班主任，班主任也“扮演”着高中生家长的角色，这就启示我

们：作为高二、高三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们要多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开展各类主

题班会，在不同的考试节点给到孩子们正确的引导。本调查发现高二年级的同伴疏

离会显著高于高一年级，同伴沟通也会显著低于高一年级，针对此结果，高二学生

在进行分班之后，团辅活动以及班会也要创新形式并定期开展，以关注学生的心理

状态为重要目标其次，班主任还应做好日常的团辅工作和咨询工作，建立团结互助

的班级氛围，缓解学生考试压力；另外，还可以开展相关的职业生涯课，帮助同学

们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选取对应的目标院校，最大化的提升学生的成就动机；针对

所有的高中生，班主任要给到每一个班级孩子无条件的积极关注，通过各种活动形

式给孩子们创设平等互助的班级环境，通过观察挖掘农村学生的优势之处，让农村

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对客体自我有积极认知以应对青春期个体所

遇到的各种困难，缓解寄宿生的孤独感，促进寄宿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作为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在日常的心理教育课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沟通技巧，

增设相关心理课程以及相关活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授给学生沟通的技巧与

方法，在校园当中营造乐于沟通的氛围。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应该鼓励来访者调

整或者重新建立与依恋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味的追求绝对的依赖或绝对的独立，

而是找到某个平衡点，帮助个体尽可能的转化为安全型依恋。中介变量的检验说明，

在干预个体的不安全依恋时，咨询师要注意治本不治标，用恰当合适的方法改变咨

询者的内部工作模型，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打好基底。简单来讲从咨询者的认知，和

对他人的想法中做调整，从而使得学生的孤独感有效降低。

因为该调查的院校是属于县级高中，并且整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无法让孩子们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这就更要求学校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学校生活模式：成立多样

化的社团，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生沟通维度低于女生，为解决此问题学校可

以通过调查男生喜欢的社团情况，然后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成立社团，为男生形成良

好的同伴依恋提供途径；设立学校文化节，文化节并不局限于学习类、艺术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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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美食类、摄影类等等，确保提供的平台可以让每一位孩子都有展示的机会，

尤其要关注男生和农村孩子俩个群体，确保他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积极的自我

评价，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从而提高这俩个群体的自尊水平，减少孤独感；学校

要完善心理教育体系，做好日常的监督；另外在不同的年级和群体要进行好体系化

的心理教学，对学科教师团队定期开展心理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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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同伴依恋量表(部分)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太

符

合

有

时

符

合

常

常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朋友们能理解我。 1 2 3 4 5

2、当我们讨论事情时，朋友们在意我的观点。 1 2 3 4 5

3、朋友们理解我。 1 2 3 4 5

4、朋友们接受我的现状。 1 2 3 4 5

5、朋友们不理解我最近的状况。 1 2 3 4 5

6、我感到我的朋友们都很好。 1 2 3 4 5

7、要和朋友们说上话很容易。 1 2 3 4 5

8、朋友们在意我的感受。 1 2 3 4 5

9、我信任朋友们。 1 2 3 4 5

10、朋友们尊重我的感受。 1 2 3 4 5

附录 2:自尊量表(部分)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1 2 3 4

2. 归根结底，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1 2 3 4

3. 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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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 1 2 3 4

5. 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1 2 3 4

附录 3:孤独感量表(部分)

从

不

很

少

有

时

一

直

1、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 1 2 3 4

2、你常感到寂寞吗？ 1 2 3 4

3、你常感到与周围的人有许多共同点吗？ 1 2 3 4

4、你常感到想要与人来往、结交朋友吗？ 1 2 3 4

5、你常感到被人冷落吗？ 1 2 3 4

6、你常感到没有人很了解你吗？ 1 2 3 4

7、你常感到当你愿意时就能找到伙伴吗？ 1 2 3 4

8、你常感到羞怯吗？ 1 2 3 4

9、你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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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在我的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学习任务也

圆满完成，论文也顺利告成，回想论文写作期间，孙老师从论文的整体框架到每一

个细节，总是不厌其烦的帮我审阅和修改，正是老师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克服了写作

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让我领略了作为研究学者的魅力；同时感谢在我论文写作过程

中帮助过我的同学，祝愿你们今后的人生一切顺利！最后我要向各位评审老师和学

者表示感谢，向答辩委员会成员表示深深谢意，由于我的水平有限，论文尚有许多

不足之处，希望各位老师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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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赵紫艳

性别：女

籍贯：山西晋中

个人简历：2010、9-2013、6 就读于灵石一中

2013、9-2017、7 就读于佳木斯大学文学院

2017、9-2020、7 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联系方式：13313443659
电话：0354——7650678
电子信箱：133134436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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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20 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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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

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

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

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20 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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