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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ꎬ为有效改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

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使用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和儿童行为核对表对山东省荷泽市 ４ 所幼儿园 ２２０ 名学龄

前儿童进行为期 １ 年的追踪调查ꎬ采用交叉滞后分析考察主要变量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ꎮ 结果　 随着年级升高ꎬ学龄前儿

童的同伴关系得分呈上升趋势(Ｆ 值分别为 ６.４０ 和 ４.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而内化问题得分则呈下降趋势(Ｆ 值分别为 ７.６５
和 ５.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学龄前儿童前测时的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对后测对应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β 值分别

为 ０.５６ꎬ０.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前测同伴关系对后测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同伴关

系和内化问题均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性ꎬ早期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均能预测后期的对应行为ꎮ 早期同伴关系能够预测后

期内化问题ꎬ而早期内化问题无法预测后期同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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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关系是指儿童与同龄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一

种横向人际关系[１]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同伴关系在儿童

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ꎬ良好的同伴关系

有利于儿童良好品质的形成ꎬ能够对儿童的身心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ꎬ而不良的同伴关系则会引发一系列问

题行为[２] ꎮ 问题行为指一系列妨碍个体社会适应的

异常行为ꎬ 主要包括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种类

型[３] ꎮ 其中ꎬ内化问题主要指个体在交往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内部问题行为ꎬ主要表现为焦虑和退缩等心理

体验或行为表现ꎬ该类型的问题行为指向个体内心ꎬ
具有内潜性等特点[４]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儿童早期表现

出来的内化问题对个体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均具有较

大影响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其成年后的诸多问题

行为[３] ꎮ
Ｒｂｕｉｎ 等[５]研究发现ꎬ内化问题中的退缩行为与

同伴拒绝存在负相关ꎬ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促进幼儿

发展ꎬ对幼儿身心健康起到奠基性作用ꎬ而受到同伴

排斥的幼儿在后期同伴交往中容易产生敌意性的社

会认知偏见ꎬ从而表现出更明显的社交退缩行为ꎮ 郭

伯良等[６] 的元分析结果表明ꎬ儿童的退缩行为与同伴

接受存在负相关ꎬ与同伴拒绝存在低度负相关ꎮ 丁雪

辰等[７] 指出ꎬ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显著减少儿童的社

会退缩行为ꎮ 黄芳等[８－９] 研究发现ꎬ同伴关系较差的

儿童更容易产生焦虑心理ꎮ 秦文波等[１０－１１] 指出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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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和社会退缩问题的儿童倾向于具有较差的同伴

关系ꎮ 本研究选取部分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采用

交叉滞后分析着重考察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之间的

相互预测关系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ꎬ选择山东省荷泽市
４ 所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开展为期 １ 年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的学年初和学年末各 １ 次)的追踪调

查ꎮ 第 １ 次调查获得有效被试 ２４５ 名ꎬ第 ２ 次调查有

效被试 ２３２ 名ꎬ２ 次调查获得的数据经过整合后ꎬ共获

得有效被试 ２２０ 名ꎮ 其中男童 １２２ 名ꎬ女童 ９８ 名ꎻ小
班幼儿 ４６ 名ꎬ中班 １００ 名ꎬ大班 ７４ 名ꎮ 本次研究获得

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
２０１７０６２１)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同伴关系的测查　 采用陈会昌[１２] 编制的儿童
社会性发展量表中的“同伴关系”维度测查学龄前儿

童的同伴关系质量ꎮ 该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法(不符合
＝ １ꎬ完全符合 ＝ ５)ꎬ得分越高ꎬ表明同伴关系质量越

高ꎮ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中ꎬ同伴

关系维度在前测和后测时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５ 和 ０.７４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ꎻ验证性因子

分析结果表明ꎬ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良好ꎬ量表具有较

高的结构效度ꎮ
１.２. ２ 　 内化问题的测查 　 采用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等[１５] 在
２０００ 年编制的儿童行为核对表测查学龄前儿童的内

化问题ꎮ 该量表采用 ３ 点计分法ꎬ得分越高ꎬ内化问题

越明显ꎮ 本研究采用张晓等[１６] 和 Ｌｉ 等[１７] 的建议ꎬ采
用焦虑和退缩 ２ 个维度代表儿童的内化问题ꎮ 该量表

在中国学龄前儿童中被广泛使用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水平[３ꎬ１６ꎬ１８－１９] ꎮ 本研究中ꎬ内化问题分量表及各维度
前测时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０ꎬ０.７３ 和 ０.６８ꎬ
后测时分别为 ０.８６ꎬ０.７８ 和 ０.７６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度水平ꎻ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ꎬ模型对数据的拟

合良好ꎬ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教师在征得幼儿家长同意后发放调

查量表ꎮ 测试前先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ꎬ使其熟悉施

测过程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进行

数据的录入和分析ꎮ 通过常规的 ｔ 检验和 Ｆ 检验考察

相关变量的性别和年级差异性ꎬ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相

关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ꎬ并采用交叉－滞后分析

考察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ꎮ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的性别及年级

差异　 结果显示ꎬ男女童的同伴关系质量和内化问题

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不同年级儿童的同伴关

系质量与内化问题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儿童同

伴关系得分随年级升高呈上升趋势ꎬ内化问题得分则

随年级升高呈下降趋势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统计值
同伴关系

学年初 学年末

内化问题

学年初 学年末
性别 男 １２２ ３.３６±０.６６ ３.２７±０.６７ ０.４９±０.３１ ０.４７±０.３３

女 ９８ ３.５３±０.６８ ３.４０±０.６４ ０.５５±０.３４ ０.４５±０.３０
ｔ 值 －１.８８ －１.５１ －１.３５ ０.４８
Ｐ 值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６３

年级 小班 ４６ ３.２１±０.７２ ３.１４±０.６７ ０.６６±０.３３ ０.５６±０.４０
中班 １００ ３.３９±０.６７ ３.２９±０.６１ ０.５０±０.３１ ０.４８±０.２８
大班 ７４ ３.６４±０.６１ ３.５０±０.６８ ０.４４±０.３０ ０.３７±０.２８

Ｆ 值 ６.４０ ４.８１ ７.６５ ５.４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

相关分析　 学年初测查的同伴关系及内化问题与学

年末测查的对应变量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４ꎬ
０.４０)ꎻ同一时间段测查的同伴关系和内化问题呈负相

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２ꎬ－０.２２)ꎻ学年初测查的同伴关系

与学年末测查的内化问题呈负相关( ｒ ＝ ０.２１)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２.３　 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与内化问题之间的交叉－滞

后分析　 采用交叉－滞后分析考察同伴关系与内化问

题的相互预测关系[７ꎬ２０] ꎬ共构建了 ４ 个模型ꎬ分别为稳

定模型(模型 １)、关系驱动模型(模型 ２)、行为驱动模

型(模型 ３)和交互作用模型(模型 ４)ꎮ 模型 １ 主要考

察早期同伴关系对后期同伴关系的影响ꎬ以及早期内

化问题对后期内化问题的影响ꎻ模型 ２ 主要探讨早期

同伴关系对后期内化问题的影响ꎻ模型 ３ 主要考察早

期内化问题对后期同伴关系的影响ꎻ模型 ４ 主要考察

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ꎮ 通过对比 ４ 个模型的

拟合度可知ꎬ模型 ２ 是最理想的模型ꎬ即同伴关系和内

化问题均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跨时间稳定性(β 值分别

为 ０.５６ꎬ０.４９)ꎬ且早期的同伴关系能够预测后期的内

化问题(β ＝ －０.１９)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而前测

内化问题对后测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不存在统计学

意义(β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模型学龄前儿童同伴关系

与内化问题之间的交叉－滞后分析(ｎ ＝ ２２０)

模型 χ２ 值 ｄｆ 值 χ２ / ｄｆ 值 ＧＦＩ 值 ＣＦＩ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１ ８７.６４５ ５０ １.７５３ ０.９３７ ０.９４８ ０.０５９
２ ８１.８１１ ４９ １.６７０ ０.９４１ ０.９５５ ０.０５５
３ ８７.６４２ ４９ １.７８９ ０.９３７ ０.９４７ ０.０６０
４ ８１.８０７ ４８ １.７０４ ０.９４１ ０.９５３ ０.０５７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随年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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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呈上升趋势ꎬ而内化问题则呈下降趋势ꎬ与前人

的部分研究一致[１０ꎬ２１] ꎬ可能原因主要来自于年龄的增

长和环境的变化ꎮ 一方面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

段理论ꎬ儿童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实现去自我中心化ꎬ
开始能够理解别人的想法ꎬ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同

伴关系[２２] ꎮ 而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随年龄的增

长而提高ꎬ从而能够使之在面对压力时及时调节产生

的不良情绪ꎬ避免焦虑和退缩等内化问题的出现ꎮ 另

一方面幼儿园环境为儿童提供了较多的同伴交往机

会ꎬ幼儿教师也会有针对性地教给儿童必要的同伴交

往技巧ꎬ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ꎬ并使之从中

获得积极的情感支持ꎬ 从而有效降低内化问题的

发生ꎮ
本研究通过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为期 １ 年的追踪调

查ꎬ验证了早期同伴关系及内化问题对后期对应行为

的预测作用ꎬ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３] ꎮ 具体原

因可能是个体问题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ꎬ而
各种问题行为的出现和发展是在各因素交互作用过

程中循环发展并逐步恶化的ꎮ 如具有良好同伴关系

的儿童在同伴交往过程中提出的社交策略更容易受

到其他儿童的欢迎ꎬ进而在同伴互动过程中能够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同伴接纳程度[２３] ꎻ早期存在问题行为的

儿童则可能会在幼儿园生活中遇到更多挫折ꎬ且对挫

折的感受性可能会更加敏感ꎬ从而进一步加深问题行

为程度[２４] ꎮ 提示应更加关注儿童早期表现出来的问

题行为ꎬ减少对后期产生的系列不良影响ꎮ
本研究考察了同伴关系与学龄前儿童内化问题

的相互预测关系ꎬ结果表明ꎬ早期同伴关系能够预测

后期的内化问题ꎮ 具体原因在于ꎬ同伴关系作为儿童

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ꎬ能够在他们遇到困难或遭

遇挫折时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慰ꎬ从而避免退缩和焦

虑等问题行为的出现ꎬ而同伴关系较差的儿童更容易

遭受同伴拒绝ꎬ使其归属和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ꎬ从
而引发系列问题行为[２５] ꎮ 另外ꎬ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可

知ꎬ同伴关系较好的儿童具有较高的同伴交往频率ꎬ
能够在同伴交往过程中习得更有效的社会交往技能ꎬ
从而避免在同伴互动过程中出现退缩和焦虑等内化

问题[３] ꎮ 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学龄前儿童的内化问题对

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研究假设不

符ꎬ也与部分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２６－２７] ꎮ 然而ꎬ本研

究却验证了刘爱书等[２８]的研究结果ꎬ存在退缩等内化

问题的儿童虽然在交往过程中具有抑制等系列行为ꎬ
但并不影响儿童友谊的形成和维持ꎬ甚至这部分儿童

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友谊[２８] ꎮ 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

原因为存在焦虑、退缩等内化问题的儿童虽然不善与

人交往ꎬ却好沉思、善内省ꎬ能够体察他人的情感体

验ꎬ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ꎬ进而获得同伴的认可ꎬ

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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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ꎬ从而减轻学生的焦虑情绪ꎮ
３.２.５　 社交状态 　 返校后社交状态消极的学生焦虑

心理检出率较高ꎮ 居家期间大学生处于与外界隔离

状态ꎬ缺乏必要的社交活动ꎬ因而再与人交往时易产

生紧张、不自在和恐惧等情绪ꎬ即出现社交焦虑现

象[１９] ꎮ 一部分学生还可能因害怕感染而回避与人交

往ꎬ出现社交退缩行为[２０] ꎮ 返校后ꎬ由于班集体无法

聚集活动ꎬ与朋友见面机会减少ꎬ加剧了学生从假期

延续而来的孤独感ꎬ进一步加重社交焦虑ꎮ
３.３　 建议　 (１)学校应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ꎬ采取

严格措施避免人群聚集ꎬ在返校过渡时期采取线上为

主ꎬ线下重组补充的教学模式ꎻ对图书馆、自习室、食
堂、快递领取点等场所严格控制人流ꎮ (２)高校也可

基于此次疫情建立大学生健康教育长效模式ꎬ开设课

程重点讲解卫生健康知识ꎬ通过长期系统化教育提高

大学生健康素养[２１] ꎮ (３) 需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ꎮ 在过渡时期ꎬ可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ꎬ组
织各种线上活动ꎬ丰富学生在校生活[２２] ꎮ 另外ꎬ应鼓

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ꎬ选择空旷开放空间进行室外运

动ꎮ (４)可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ꎮ 学生通过拨打热

线电话ꎬ或利用 ＱＱ、微信、电子邮箱等社交平台接受

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辅导服务ꎮ
综上所述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返校大学生出现焦

虑情绪的现象较为普遍ꎬ主要与特殊时期的校园管

理、繁重的学业压力、个人健康习惯、社交状态等各种

因素有关ꎮ 学校应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学生情绪ꎬ必要

时可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ꎬ从而减轻返校学生的焦虑

情绪ꎬ以帮助其更迅速地适应返校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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