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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
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研究

倪　 丰

(上海健康医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３１８)

摘　 要: 青少年社会敏感性的增加ꎬ 在后疫情时代失去一定的社会接触的影响下ꎬ 保持心理健康变

得更为困难ꎬ 青少年社会适应情况也随之变得严峻ꎮ 文章意欲调查分析社会适应能力与各负面心理状态

的关系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ꎬ 阐明在后疫情时代青少年拥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性ꎬ 为通过提

升社会适应能力来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ꎮ 调查工具采用问卷调查ꎬ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

人口学资料 (性别、 年龄、 学业阶段、 家庭基本情况等)ꎬ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和中学生心理健康测

量表ꎻ 统计分析方法为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和 ＡＭＯＳ ２６ ０ 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 正态性检验、 相关

性分析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ꎮ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ꎬ 后疫情时代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普遍

存在问题ꎬ 而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中ꎬ 表达意愿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５６９４)、 处理同伴关系 (标准化

系数均值为 ０ ４９９２) 及环境服从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４３９７) 为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最大的三个因子ꎬ
可通过培养青少年表达意愿、 处理同伴关系及环境服从的能力让青少年主观选择以自己最舒服的状态适

应社会ꎬ 包括提高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水平ꎬ 学校内部创建更多情境内资源、 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家庭支

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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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如今ꎬ 我们处于后疫情时代ꎬ 即便是成年的

居民ꎬ 抑郁、 焦虑和失眠症状的检出率依然处于

较高水平[１－４]ꎬ 而青少年由于处于独特的青春期ꎬ
青春期内外化问题不断发生[３ꎬ４ꎬ６]ꎬ 青少年社会敏

感性的增加会导致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ꎬ 进

而影响青少年ꎬ 使其不能够为了更好在社会上生

存而进行各种心理、 生理或行为等的适应性改变ꎬ
导致青少年的社会适应问题层出不穷ꎻ 更由于青

少年主体可能无法自我察觉并通过调整自身来习

得例如适应人际交往或其他的适应性能力ꎬ 也无

法执行这些适应性能力ꎬ 而造成自身负面状态的

持续以及负面情绪的累积ꎬ 使得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变得极不稳定[７]ꎮ
文章主要聚焦于青少年青春期内化问题ꎬ 意

欲调查分析社会适应能力与各负面心理状态的关

系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ꎬ 阐明在后疫情时代

青少年拥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性ꎬ 为通过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来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

供科学依据ꎮ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文章采用问卷星的形式ꎬ 便利选取国内教育

机构与之对接ꎬ 进行问卷填写及数据收集ꎮ 由于

时间限制ꎬ 从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４
日共收到 ２６０ 份有效问卷ꎮ 根据 ＷＨＯ 对于青少年

的定义[８]ꎬ 将问卷纳入标准定为我国 １０ ~ １９ 岁正

接受教育的青少年ꎬ 排除标准则为不处于 １０ ~ １９
岁的人群、 患有严重疾病者 (包括严重精神疾病)
及未上过学的青少年ꎮ
２２　 方法

２２ １　 调查工具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ꎬ 问

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 (性别、 年龄、 学业

阶段、 家庭基本情况等)、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和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ꎮ
文章采用的 «社会适应诊断能力量表» 由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郑日昌教

授编制[７]ꎮ 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 分为处理同伴关系

技能、 自我管理技能、 学习技能、 服从技能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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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用名为环境服从技能) 和表达意愿技能五个

维度[９]ꎮ
文章采用的 «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属于症

状取向型心理诊断量表ꎬ 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

王极盛教授编制而成[１０]ꎮ 量表共有 ６０ 个条目ꎬ 分

为 １０ 个维度: 强迫症状、 偏执、 敌对 (本研究用

名为敌对情绪)、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抑郁、 焦

虑、 学习压力感、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 心理

不平衡ꎮ
２２２　 统计方法

文章采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和 ＡＭＯＳ ２６ ０
(含 ＡＶＥ 和 ＣＲ 计算小工具)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用 ＳＰＳＳ 对样本数据进行样本特征分布描述并用频

率 (％) 和平均值±标准差 (Ｍ±ＳＤ) 表示ꎻ 再进

行信度检验ꎬ 同时用 ＡＭＯＳ 建立 ＣＦＡ 模型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及效度检验ꎮ 随后用 ＳＰＳＳ 进行量表

各维度的描述统计、 各题项的正态性检验 (偏度

与峰值) 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ꎬ 最后用 ＡＭＯＳ 建

立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ꎮ

３　 结果

３１　 样本特征分布描述

如表 １ 所示ꎬ 本次研究共收集到 ２６０ 份有效问

卷ꎬ 调查的青少年对象平均年龄为 １５ ７８±１ ６８８ 岁ꎬ
年龄最大的为 １８ 岁ꎬ 最小的为 １３ 岁ꎮ 而这 ２６０ 人

中ꎬ １１６ 人 为 男 生 ( ４４ ６％)ꎬ １４４ 人 为 女 生

(５５ ４％)ꎻ 学业阶段处于初中阶段的有 １１９ 人

(４５ ８％)ꎬ 处于高中阶段的有 １４１ 人 (５４ ２％)ꎻ 家

庭月 均 收 入 处 于 ２０００ 元 及 以 下 的 有 ３２ 人

(１２ ３％)ꎬ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元有 ３１ 人 (１１ ９％)ꎬ ４００１~
６０００ 元有 ３８ 人 (１４ ６％)ꎬ ６００１ ~ ８０００ 元有 ３２ 人

(１２ ３％)ꎬ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有 ２４ 人(９ ２％)ꎬ １０００１ ~
１３９９９ 元有 ２６ 人 (１０ ０％)ꎬ １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元有 １６
人 (６ ２％)ꎬ １６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０ 元有 １７ 人 (６ ５％)ꎬ
２０００１~ ３００００ 元有 ２２ 人 (８ ５％)ꎬ ３００００ 元以上

有 ２２ 人 (８ ５％)ꎻ ２４６ 人的父母已婚后未离过婚

(９４ ６％)ꎬ 其他 １４ 人的父母出现过离异、 再婚、
丧偶等家庭问题 (５ ４％)ꎮ
３２　 量表信度分析

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两个量表各个维度进行信度分

析后得表 ２ꎬ 可知: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和社会

适应能力诊断量表每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都处

于 ０ ９~１ꎬ 远大于 ０ ６ꎬ 因而两量表各维度信度都

很好ꎬ 量表内部一致性强ꎮ

表 １　 样本特征分布描述

变量 分类 频率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１６ ４４ ６

女 １４４ ５５ ４

身份
初中生 １１９ ４５ ８

高中生 １４１ ５４ ２

家庭月均

收入

１０００１~１３９９９ 元 ２６ １０ ０

１４０００~１６０００ 元 １６ ６ ２

１６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元 １７ ６ ５

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元 ２２ ８ ５

２０００ 元及以入 ３２ １２ ３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元 ３１ １１ ９

３０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２ ８ ５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元 ３８ １４ ６

６００１~８０００ 元 ３２ １２ ３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 ２４ ９ ２

家庭婚姻

情况

父母离异 ８ ３ １

父母已婚 (未离婚过) ２４６ ９４ ６、

父母再婚 ２ ０ ８

父亲丧偶 (母亲离世) ３ １ ２

母亲丧偶 (父亲离世) １ ０ ４

表 ２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和社会适应能力

诊断量表的信度分析

变量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适应不良 ０ ９３９ ６

情绪不平衡 ０ ９３６ ６

强迫症状 ０ ９３４ ６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０ ９３４ ６

抑郁 ０ ９３３ ６

焦虑 ０ ９３２ ６

偏执 ０ ９３４ ６

敌对情绪 ０ ９４０ ６

心理不平衡 ０ ９３５ ６

学习压力 ０ ９２５ ６

心理健康 ０ ９９３ ６０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９０８ ４

表达意愿 ０ ９１５ ４

学习能力 ０ ８８９ ４

环境服从 ０ ９０９ ４

自我管理 ０ ９１３ ４

社会适应能力 ０ ９８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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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量表效度分析

３３ １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用 ＡＭＯＳ 软件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收敛效度 (ＡＶＥ) 和组合信度

(ＣＲ) 的计算并建立 ＣＦＡ 模型ꎬ 得表 ３、 表 ４ 和

图 １ꎬ 可知: 卡方自由度比 (ＣＭＩＮ / ＤＦ) ＝ １ １０１ꎬ
误差均方根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２０ꎬ 结合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的指标结果可得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的

ＣＦＡ 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ꎻ 量表各维度的 ＡＶＥ
值处于 ０ ６７３~ ０ ７２３ꎬ ＣＲ 值皆处于 ０ ９ ~ １ꎬ 说明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各维度均有较好的收敛效

度和组合信度ꎮ

表 ３　 模型适配度检验

指标 参考标准 实测结果

ＣＭＩＮ / ＤＦ １~３ 为优秀ꎬ ３~５ 为良好 １ １０１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 为优秀ꎬ <０ ０８ 为良好 ０ ０２０

Ｉ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１

ＴＬ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０

Ｃ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０

表 ４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各维度收敛效度

和组合信度检验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 ＣＲ

敌对情绪 １９ ← 敌对情绪 ０ ８３５

敌对情绪 ２１ ← 敌对情绪 ０ ８６２

敌对情绪 ２５ ← 敌对情绪 ０ ８４９

敌对情绪 ５０ ← 敌对情绪 ０ ８６５

敌对情绪 ５２ ← 敌对情绪 ０ ８５７

敌对情绪 ５８ ← 敌对情绪 ０ ８３３

０ ７２３ ０ ９４０

焦虑 １５ ← 焦虑 ０ ８３１

焦虑 ３４ ← 焦虑 ０ ８４９

焦虑 ４３ ← 焦虑 ０ ８６１

焦虑 ４６ ← 焦虑 ０ ８３６

焦虑 ５６ ← 焦虑 ０ ８０３

焦虑 ６ ← 焦虑 ０ ８２８

０ ６９７ ０ ９３２

偏执 １１ ← 偏执 ０ ７９６

偏执 ２０ ← 偏执 ０ ８６１

偏执 ２４ ← 偏执 ０ ８３１

偏执 ２６ ← 偏执 ０ ８５９

偏执 ４７ ← 偏执 ０ ８３７

偏执 ４９ ← 偏执 ０ ８４１

０ ７０２ ０ ９３４

续表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 ＣＲ

强迫 １０ ← 强迫症状 ０ ８５４

强迫 １２ ← 强迫症状 ０ ８４９

强迫 ２２ ← 强迫症状 ０ ８００

强迫 ２３ ← 强迫症状 ０ ８４７

强迫 ３ ← 强迫症状 ０ ８１９

强迫 ４８ ← 强迫症状 ０ ８５７

０ ７０２ ０ ９３４

情绪不平衡 ２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１６

情绪不平衡 ２７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３６

情绪不平衡 ３２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５１

情绪不平衡 ３５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５４

情绪不平衡 ５３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５０

情绪不平衡 ７ ← 情绪不平衡 ０ ８４０

０ ７０８ ０ ９３６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１７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３０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１８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２８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４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１３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４５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３６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５１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７３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５９
←

人际关系紧张

与敏感
０ ８４７

０ ７０２ ０ ９３４

适应不良 １ ← 适应不良 ０ ８４２

适应不良 ２９ ← 适应不良 ０ ８６２

适应不良 ３９ ← 适应不良 ０ ８３１

适应不良 ４１ ← 适应不良 ０ ８３９

适应不良 ８ ← 适应不良 ０ ８３７

适应不良 ９ ← 适应不良 ０ ８７３

０ ７１８ ０ ９３９

心理不平衡 ２８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３１

心理不平衡 ３０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４８

心理不平衡 ３７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３４

心理不平衡 ４２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４８

心理不平衡 ５４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５２

心理不平衡 ６０ ← 心理不平衡 ０ ８２８

０ ７０６ ０ ９３５

学习压力 ３１ ← 学习压力 ０ ８４０

学习压力 ３３ ← 学习压力 ０ ８０１

学习压力 ３６ ← 学习压力 ０ ８１０

学习压力 ３８ ← 学习压力 ０ ７９２

学习压力 ４０ ← 学习压力 ０ ８５２

学习压力 ５５ ← 学习压力 ０ ８２７

０ ６７３ ０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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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 ＣＲ

抑郁 １３ ← 抑郁 ０ ８３５

抑郁 １４ ← 抑郁 ０ ８１７

抑郁 １６ ← 抑郁 ０ ８７０

０ ７０１ ０ ９３４

续表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 ＣＲ

抑郁 ４４ ← 抑郁 ０ ８３１

抑郁 ５ ← 抑郁 ０ ８２７

抑郁 ５７ ← 抑郁 ０ ８４４

０ ７０１ ０ ９３４

图 １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的 ＣＦＡ 模型图

３３２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用 ＡＭＯＳ 软件对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 ＡＶＥ 和 ＣＲ 的计算并建立 ＣＦＡ
模型ꎬ 得表 ５、 表 ６ 和图 ２ꎬ 可知: 卡方自由度比

＝ １ ０７５ꎬ 误差均方根 ＝ ０ ０１７ꎬ 结合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的值可得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的 ＣＦＡ 模型

具有良好的适配度ꎻ 量表各维度的 ＡＶＥ 值处于

０ ６６７~０ ７３０ꎬ ＣＲ 值皆处于 ０ ８ ~ １ꎬ 说明社会适

应能力诊断量表各维度均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和组

合信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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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模型适配度检验

指标 参考标准 实测结果

ＣＭＩＮ / ＤＦ １~３ 为优秀ꎬ ３~５ 为良好 １ ０７５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 为优秀ꎬ <０ ０８ 为良好 ０ ０１７

Ｉ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８

ＴＬ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７

Ｃ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９９８

表 ６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各维度收敛效度

和组合信度检验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ＶＥ ＣＲ

ＳＡＴＢ１８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８１７

ＳＡＴＢ１０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８６４

ＳＡＴＢ２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８００

ＳＡＴＢ１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９３０

０ ７３０ ０ ９１５

ＳＡＺＷ１６ ← 自我管理 ０ ８０２

ＳＡＺＷ１５ ← 自我管理 ０ ８４７

ＳＡＺＷ１２ ← 自我管理 ０ ８９９

ＳＡＺＷ１１ ← 自我管理 ０ ８５９

０ ７２７ ０ ９１４

ＳＡＸＸ１８ ← 学习能力 ０ ８５４

ＳＡＸＸ９ ← 学习能力 ０ ８２９

ＳＡＸＸ８ ← 学习能力 ０ ８０８

ＳＡＸＸ４ ← 学习能力 ０ ７７３

０ ６６７ ０ ８８９

ＳＡＦＣ１７ ← 环境服从 ０ ８４８

ＳＡＦＣ１４ ← 环境服从 ０ ８４９

ＳＡＦＣ６ ← 环境服从 ０ ８０１

ＳＡＦＣ５ ← 环境服从 ０ ８８４

０ ７１６ ０ ９１０

ＳＡＢＤ２０ ← 表达意愿 ０ ８３７

ＳＡＢＤ１３ ← 表达意愿 ０ ８７２

ＳＡＢＤ７ ← 表达意愿 ０ ８４７

ＳＡＢＤ３ ← 表达意愿 ０ ８６１

０ ７３０ ０ ９１５

３４　 量表维度及测量题项的统计描述和正态性

检验

　 　 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和社会

适应能力诊断量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正态性检

验ꎬ 得表 ７ꎮ 采用 Ｍ±ＳＤ 来对量表各测量题项进行

描述统计: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各测量题项的

均值得分均为负数ꎬ 而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量表各

图 ２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ＣＦＡ 模型

测量题项的均值得分皆处于 ２ ~ ３ꎻ 采用偏度和峰

度对量表各测量题项进行正态性检验: 结合 Ｋｌｉｎｅ
(１９９８) 提出[１１]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３、 峰度系

数绝对值小于 ８ 则认为数据呈近似正态分布ꎬ 得

两量表各个测量题项的偏度和峰度系数绝对值均

在标准范围内ꎬ 说明两量表各测量题项的数据皆

呈近似正态分布ꎮ
３５　 相关性分析

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两量表各维度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ꎬ 结果见表 ８ꎬ 可得: 处理同伴关系、 自

我管理、 学习能力、 环境服从、 表达意愿和强迫

症状、 偏执、 敌对情绪、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压力感、 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

定、 心理不平衡 １５ 个维度两两之间互相存在显

著正相关 ( ｐ < ０ ０１ 且 ｒ > ０)ꎬ 可建立结构方程

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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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各个维度描述统计及测量题项正态性检验结果

维度 测量题项 Ｍ ＳＤ 偏度 峰度 总体 Ｍ 总体 Ｄ

表达意愿

ＳＡＢＤ１３ －０ ８４６ １ ６６５ ０ ９２７ －０ ９１５

ＳＡＢＤ２０ －０ ９０８ １ ６１３ １ ００６ －０ ７０８

ＳＡＢＤ３ －０ ８６２ １ ６４８ ０ ９４６ －０ ８５９

ＳＡＢＤ７ －０ ８７７ １ ６２０ ０ ９６２ －０ ７８８

－３ ４９２ ５ ８４６

环境服从

ＳＡＦＣ１４ －０ ８４６ １ ６１８ ０ ９１７ －０ ８４９

ＳＡＦＣ１７ －０ ９５４ １ ５７６ １ ０６８ －０ ５４２

ＳＡＦＣ５ －０ ８６９ １ ６３９ ０ ９５５ －０ ８３１

ＳＡＦＣ６ －０ ８５４ １ ６０９ ０ ９２６ －０ ８２１

－３ ５２３ ５ ７１０

处理同伴

关系

ＳＡＴＢ１ －１ ３３１ １ ３０３ １ ７３１ １ ５６１

ＳＡＴＢ１０ －０ ８３１ １ ７００ ０ ９１１ －０ ９９５

ＳＡＴＢ１９ －０ ８０８ １ ６１４ ０ ８６２ －０ ９１７

ＳＡＴＢ２ －０ ８５４ １ ６６６ ０ ９３８ －０ ９０１

－３ ８２３ ５ ５９２

学习能力

ＳＡＸＸ１８ －０ ８４６ １ ６１８ ０ ９１７ －０ ８４９

ＳＡＸＸ４ －０ ８５４ １ ６１８ ０ ９２９ －０ ８３４

ＳＡＸＸ８ －０ ８２３ １ ６４４ ０ ８９１ －０ ９３１

ＳＡＸＸ９ －０ ８４６ １ ７０２ ０ ９３３ －０ ９６７

－３ ３６９ ５ ７０１

自我管理

ＳＡＺＷ１１ －０ ９６９ １ ５９６ １ ０９８ －０ ５２９

ＳＡＺＷ１２ －０ ９１５ １ ６３２ １ ０２２ －０ ７１８

ＳＡＺＷ１５ －０ ９０８ １ ５７４ ０ ９９６ －０ ６５５

ＳＡＺＷ１６ －０ ７６９ １ ６５６ ０ ８２０ －１ ０４４

－３ ５６２ ５ ７５０

敌对情绪

敌对情绪 １９ ２ ２６２ １ ３７９ ０ ８４８ －０ ５５７

敌对情绪 ２１ ２ １９２ １ ３８４ ０ ９５３ －０ ４１１

敌对情绪 ２５ ２ ２３９ １ ３６６ ０ ８９０ －０ ４９６

敌对情绪 ５０ ２ ２８９ １ ４２４ ０ ８１４ －０ ７２５

敌对情绪 ５２ ２ ２４６ １ ３３３ ０ ８５１ －０ ４８０

敌对情绪 ５８ ２ ２７３ １ ３６４ ０ ８９５ －０ ４２１

１３ ５００ ７ ２３４

焦虑

焦虑 １５ ２ ２８５ １ ４０５ ０ ８０６ －０ ６７０

焦虑 ３４ ２ ２７７ １ ３５０ ０ ８４２ －０ ５１４

焦虑 ４３ ２ ２４２ １ ３８６ ０ ９０８ －０ ４６９

焦虑 ４６ ２ ２０４ １ ３２１ ０ ９０４ －０ ３６４

焦虑 ５６ ２ ３３９ １ ２９５ ０ ７４７ －０ ５３０

焦虑 ６ ２ ２７３ １ ３３８ ０ ８７４ －０ ４３２

１３ ６１９ ６ ９９６

偏执

偏执 １１ ２ ３５４ １ ３２３ ０ ７３８ －０ ５９１

偏执 ２０ ２ ３２７ １ ４３５ ０ ８４２ －０ ６４８

偏执 ２４ ２ ３０４ １ ３７１ ０ ８４２ －０ ５０８

偏执 ２６ ２ ３３５ １ ４１５ ０ ８６３ －０ ６３６

偏执 ４７ ２ ２３５ １ ３３９ ０ ８９５ －０ ４０１

偏执 ４９ ２ ３２７ １ ３８６ ０ ８２０ －０ ５６６

１３ ７８１ ７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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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测量题项 Ｍ ＳＤ 偏度 峰度 总体 Ｍ 总体 Ｄ

强迫症状

强迫 １０ ２ ２７３ １ ３５２ ０ ８６２ －０ ４７６

强迫 １２ ２ ２５４ １ ３７２ ０ ８７３ －０ ５００

强迫 ２２ ２ ３００ １ ３５７ ０ ７３３ －０ ７２４

强迫 ２３ ２ ２６５ １ ３９９ ０ ８３１ －０ ６５５

强迫 ３ ２ ２５４ １ ３８０ ０ ８７７ －０ ５３２

强迫 ４８ ２ ２８９ １ ４０８ ０ ８３２ －０ ６２５

１３ ６３５ ７ １６７

情绪

不平衡

情绪不平衡 ２ ２ ２３９ １ ２９３ ０ ７８９ －０ ５７６

情绪不平衡 ２７ ２ ３０８ １ ３４０ ０ ８１９ －０ ５２９

情绪不平衡 ３２ ２ ３３５ １ ３６７ ０ ８０４ －０ ５８２

情绪不平衡 ３５ ２ ３７３ １ ３７１ ０ ７５３ －０ ６５６

情绪不平衡 ５３ ２ ２５０ １ ３９６ ０ ８５０ －０ ６３８

情绪不平衡 ７ ２ ３７３ １ ３２８ ０ ８１４ －０ ４９１

１３ ８７７ ７ ０４３

人际关系

紧张与敏感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１７ ２ ３００ １ ３３９ ０ ８４７ －０ ４６７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１８ ２ ３３５ １ ３２７ ０ ７８６ －０ ５８６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４ ２ ２３５ １ ２９０ ０ ８６１ －０ ３５９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４５ ２ ３３５ １ ３４７ ０ ８０５ －０ ５４８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５１ ２ ２５４ １ ４２７ ０ ８８７ －０ ５９５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５９ ２ １９２ １ ３５６ ０ ９２９ －０ ４４９

１３ ６５０ ７ ０１３

适应不良

适应不良 １ ２ ３０８ １ ３６０ ０ ７９１ －０ ６３２

适应不良 ２９ ２ ２５４ １ ３９７ ０ ８１５ －０ ６９５

适应不良 ３９ ２ ２４６ １ ３１８ ０ ８８２ －０ ３９２

适应不良 ４１ ２ ２３５ １ ３０４ ０ ８５１ －０ ４３５

适应不良 ８ ２ ３００ １ ３４８ ０ ８２２ －０ ５４９

适应不良 ９ ２ ２６２ １ ３８７ ０ ８５２ －０ ５８９

１３ ６０４ ７ １０１

心理不平衡

心理不平衡 ２８ ２ ２８１ １ ３３１ ０ ８５１ －０ ４５５

心理不平衡 ３０ ２ ２８９ １ ３６３ ０ ７９３ －０ ６４５

心理不平衡 ３７ ２ ３８９ １ ３７２ ０ ７２８ －０ ７２２

心理不平衡 ４２ ２ ２９２ １ ３８６ ０ ８４８ －０ ５７９

心理不平衡 ５４ ２ ２４２ １ ３７８ ０ ８５９ －０ ５７４

心理不平衡 ６０ ２ ３２３ １ ３４０ ０ ８３０ －０ ４５５

１３ ８１５ ７ ０９９

学习压力

学习压力 ３１ ２ ２３５ １ ３５９ ０ ９７１ －０ ２８９

学习压力 ３３ ２ ２８５ １ ３２０ ０ ８３５ －０ ４２０

学习压力 ３６ ２ ２３９ １ ３０２ ０ ７９７ －０ ５４０

学习压力 ３８ ２ ３２７ １ ２９９ ０ ７３６ －０ ５４１

学习压力 ４０ ２ ２５４ １ ３５５ ０ ８５４ －０ ５５１

学习压力 ５５ ２ ２８１ １ ３８７ ０ ８０６ －０ ６４６

１３ ６１９ ６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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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测量题项 Ｍ ＳＤ 偏度 峰度 总体 Ｍ 总体 Ｄ

抑郁

抑郁 １３ ２ ２３９ １ ２９６ ０ ８７７ －０ ３８１

抑郁 １４ ２ ３７３ １ ３５４ ０ ７４６ －０ ６３８

抑郁 １６ ２ ２８９ １ ３７７ ０ ８７２ －０ ５４７

抑郁 ４４ ２ ３０８ １ ３５２ ０ ７５８ －０ ６７１

抑郁 ５ ２ ２１９ １ ２８３ ０ ９３１ －０ ２１４

抑郁 ５７ ２ ２８９ １ ３９１ ０ ８２５ －０ ６３５

１３ ７１５ ６ ９８０

表 ８　 各个维度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

维度
强迫

症状
偏执

敌对

情绪

人际关系

紧张与敏感
抑郁 焦虑

学习

压力

适应

不良

情绪

不平衡

心理

不平衡

处理同

伴关系

自我

管理

环境

服从

学习

能力

表达

意愿

强迫症状 １

偏执 ０ ９３１∗∗ １

敌对情绪 ０ ９２９∗∗ ０ ９３６∗∗ １

人际关系紧

张与敏感
０ ９２１∗∗ ０ ９２８∗∗ ０ ９３７∗∗ １

抑郁 ０ ９２７∗∗ ０ ９２５∗∗ ０ ９２９∗∗ ０ ９３４∗∗ １

焦虑 ０ ９３１∗∗ ０ ９３８∗∗ ０ ９３８∗∗ ０ ９２５∗∗ ０ ９３２∗∗ １

学习压力 ０ ９２６∗∗ ０ ９３６ ∗∗ ０ ９３４∗∗ ０ ９２６∗∗ ０ ９３２∗∗ ０ ９３４∗∗ １

适应不良 ０ ９３３∗∗ ０ ９４２∗∗ ０ ９３９∗∗ ０ ９３９∗∗ ０ ９３４∗∗ ０ ９３５∗∗ ０ ９４４∗∗ １

情绪不平衡 ０ ９２８∗∗ ０ ９３７∗∗ ０ ９３５∗∗ ０ ９３６∗∗ ０ ９３６∗∗ ０ ９３６∗∗ ０ ９３０∗∗ ０ ９４３∗∗ １

心理不平衡 ０ ９３３∗∗ ０ ９４６∗∗ ０ ９４２∗∗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２∗∗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０∗∗ ０ ９４５∗∗ ０ ９３３∗∗ １

处理同伴

关系
０ ９１６∗∗ ０ ９２４∗∗ ０ ９２５∗∗ ０ ９１５∗∗ ０ ９１８∗∗ ０ ９２４∗∗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５∗∗ ０ ９１３∗∗ ０ ９２７∗∗ １

自我管理 ０ ９１８∗∗ ０ ９２１∗∗ ０ ９２５∗∗ ０ ９１２∗∗ ０ ９１３∗∗ ０ ９２０∗∗ ０ ９１８∗∗ ０ ９２６∗∗ ０ ９２４∗∗ ０ ９１５∗∗ ０ ９０７∗∗ １

环境服从 ０ ９３０∗∗ ０ ９２４∗∗ ０ ９２３∗∗ ０ ９２９∗∗ ０ ９２１∗∗ ０ ９３２∗∗ ０ ９２４∗∗ ０ ９３３∗∗ ０ ９２９∗∗ ０ ９３０∗∗ ０ ９１７∗∗ ０ ９１３∗∗ １

学习能力 ０ ８９８∗∗ ０ ９２０∗∗ ０ ９１４∗∗ ０ ９０５∗∗ ０ ９１２∗∗ ０ ９０２∗∗ ０ ９１５∗∗ ０ ９２５∗∗ ０ ９０８∗∗ ０ ９２０∗∗ ０ ９０２∗∗ ０ ８８８∗∗ ０ ９０１∗∗ １

表达意愿 ０ ９１９∗∗ ０ ９３３∗∗ ０ ９３０∗∗ ０ ９２２∗∗ ０ ９２７∗∗ ０ ９３３∗∗ ０ ９２７∗∗ ０ ９３４∗∗ ０ ９３０∗∗ ０ ９２８∗∗ ０ ９３０∗∗ ０ ９１６∗∗ ０ ９２３∗∗ ０ ９１０∗∗ １

３６　 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方程

模型

　 　 用 ＡＭＯＳ 软件建立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

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ꎬ 得表 ９~表 １１ 和图 ３: 卡方

自由度比＝ １ ８３５ꎬ 误差均方根 ＝ ０ ０５７ꎬ 结合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的值说明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

的结构方程模型有良好的适配度ꎻ 社会适应能力

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路径假设关系检验结果为两个

量表 １５ 个维度两两之间互相可以进行显著正向预

测 (ｐ<０ ０１ 且标准化系数都大于 ０)ꎬ 假设 Ｈ１ 成

立皆成立ꎮ
排序后经一一对应可得表 １１: 对于本次研究

调查的青少年对象来说ꎬ 表达意愿的能力最影响

也最能预测他们的心理健康 (标准化系数均值最

高ꎬ 为 ０ ５６９４)ꎬ 其次为处理同伴关系的能力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４９９２)ꎬ 其他则依次为环境

服从能力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４３９７)、 学习能

力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３８４９) 和自我管理能力

(标准化系数均值为 ０ ２７８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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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模型适配度检验

指标 参考标准 实测结果

ＣＭＩＮ / ＤＦ １~３ 为优秀ꎬ ３~５ 为良好 １ ８３５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５ 为优秀ꎬ <０ ０８ 为良好 ０ ０５７

Ｉ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８９７

ＴＬ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８９２

ＣＦＩ ０ ９ 为优秀ꎬ >０ ８ 为良好 ０ ８９６

表 １０　 社会适应对心理健康影响的 ＳＥＭ 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Ｃ Ｒ Ｐ

抑郁 ← 自我管理 ０ ３５７ ０ ０２０ ６ ８４３ ∗∗∗

抑郁 ← 学习能力 ０ ４４１ ０ ０２１ ７ ７９３ ∗∗∗

焦虑 ← 表达意愿 ０ ５３３ ０ ０２５ ８ ８０５ ∗∗∗

适应不良 ← 环境服从 ０ ５１４ ０ ０２３ ８ ９８２ ∗∗∗

情绪不平衡 ← 环境服从 ０ ５６８ ０ ０２６ ９ ６３８ ∗∗∗

强迫症状 ← 环境服从 ０ ６８０ ０ ０３０ ９ ７７８ ∗∗∗

焦虑 ← 环境服从 ０ ５８３ ０ ０２６ ９ ２４１ ∗∗∗

学习压力 ← 环境服从 ０ ４３６ ０ ０２３ ７ ８４５ ∗∗∗

抑郁 ← 环境服从 ０ ５１１ ０ ０２３ ８ ４７０ ∗∗∗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环境服从 ０ ６７８ ０ ０２８ ９ ２５２ ∗∗∗

敌对情绪 ← 环境服从 ０ ３９９ ０ ０２１ ７ ６９８ ∗∗∗

偏执 ← 环境服从 ０ ４０５ ０ ０２１ ７ １５４ ∗∗∗

心理不平衡 ← 环境服从 ０ ５２９ ０ ０２４ ８ ８３２ ∗∗∗

心理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５２２ ０ ０２５ ９ １５３ ∗∗∗

心理不平衡 ← 学习能力 ０ ４９６ ０ ０２４ ８ ４８１ ∗∗∗

心理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４９４ ０ ０２５ ８ ７３４ ∗∗∗

适应不良 ← 自我管理 ０ ４５２ ０ ０２２ ８ １９０ ∗∗∗

焦虑 ← 自我管理 ０ ３９０ ０ ０２２ ７ ４３９ ∗∗∗

学习压力 ← 自我管理 ０ ４４５ ０ ０２４ ７ ７１８ ∗∗∗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自我管理 ０ ３９９ ０ ０２２ ７ ２８４ ∗∗∗

敌对情绪 ← 自我管理 ０ ５１９ ０ ０２６ ８ ４６９ ∗∗∗

偏执 ← 自我管理 ０ ４１３ ０ ０２２ ７ ０５８ ∗∗∗

心理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３０９ ０ ０２０ ６ ４２２ ∗∗∗

强迫症状 ← 自我管理 ０ ４５９ ０ ０２５ ８ １４７ ∗∗∗∗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学习能力 ０ ３６８ ０ ０２０ ７ ０４３ ∗∗∗

敌对情绪 ← 学习能力 ０ ３６７ ０ ０２１ ７ ２５９ ∗∗∗

偏执 ← 学习能力 ０ ４８８ ０ ０２４ ７ ６９３ ∗∗∗

焦虑 ← 学习能力 ０ １８３ ０ ０１７ ４ ３１６ ∗∗∗

学习压力 ← 学习能力 ０ ４７０ ０ ０２３ ８ ０７４ ∗∗∗

适应不良 ← 学习能力 ０ ５４１ ０ ０２４ ９ ０５９ ∗∗∗

情绪不平衡 ← 学习能力 ０ ３４８ ０ ０２１ ７ ２８２ ∗∗∗

强迫症状 ← 学习能力 ０ ２２２ ０ ０１８ ５ １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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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关系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Ｃ Ｒ Ｐ

敌对情绪 ← 表达意愿 ０ ４３０ ０ ０２２ ７ ９２８ ∗∗∗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表达意愿 ０ ３８４ ０ ０２１ ７ ２４１ ∗∗∗

抑郁 ← 表达意愿 ０ ５３２ ０ ０２４ ８ ５１８ ∗∗∗

偏执 ← 表达意愿 ０ ５０５ ０ ０２４ ７ ８０１ ∗∗∗

强迫症状 ← 表达意愿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９ ５ ２５０ ∗∗∗

学习压力 ← 表达意愿 ０ ３９３ ０ ０２２ ７ ３０９ ∗∗∗

适应不良 ← 表达意愿 ０ ３７８ ０ ０２０ ７ ５７１ ∗∗∗

心理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３１８ ０ ０２０ ６ ６１７ ∗∗∗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３１４ ０ ０１７ ６ ４９９ ∗∗∗

抑郁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３６６ ０ ０１８ ７ １３６ ∗∗∗

焦虑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３７ ０ ０２０ ８ １６７ ∗∗∗

适应不良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３１０ ０ ０１７ ６ ７７３ ∗∗∗

学习压力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８６ ０ ０２１ ８ ３７０ ∗∗∗

心理不平衡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２８ ０ ０２２ ８ ８８７ ∗∗∗

情绪不平衡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１９８ ０ ０１７ ４ ７９２ ∗∗∗

偏执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１４ ０ ０１９ ７ ２６６ ∗∗∗

敌对情绪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０２ ０ ０２２ ８ ６８８ ∗∗∗

强迫症状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７７ ０ ０２２ ８ ６０６ ∗∗∗

表 １１　 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 ＳＥＭ 模型标准化系数总结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系数均值

强迫症状 ← 表达意愿 ０ ６８０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表达意愿 ０ ６７８

焦虑 ← 表达意愿 ０ ５８３

情绪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５６８

适应不良 ← 表达意愿 ０ ５４１

焦虑 ← 表达意愿 ０ ５３３

抑郁 ← 表达意愿 ０ ５３２

心理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５２９

心理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５２８

情绪不平衡 ← 表达意愿 ０ ５２２

０ ５６９４

敌对情绪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１９

适应不良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１４

抑郁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１１

偏执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０５

敌对情绪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５０２

０ ４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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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系数均值

心理不平衡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９６

情绪不平衡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９４

偏执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８６

学习压力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８６

强迫症状 ← 处理同伴关系 ０ ４７７

０ ４９９２

学习压力 ← 环境服从 ０ ４８６

强迫症状 ← 环境服从 ０ ４５９

适应不良 ← 环境服从 ０ ４５２

学习压力 ← 环境服从 ０ ４４５

抑郁 ← 环境服从 ０ ４４１

焦虑 ← 环境服从 ０ ４３７

学习压力 ← 环境服从 ０ ４３６

敌对情绪 ← 环境服从 ０ ４３０

偏执 ← 环境服从 ０ ４１４

偏执 ← 环境服从 ０ ４１３

０ ４３９７

偏执 ← 学习能力 ０ ４０５

敌对情绪 ← 学习能力 ０ ３９９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学习能力 ０ ３９９

学习压力 ← 学习能力 ０ ３９３

焦虑 ← 学习能力 ０ ３８０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学习能力 ０ ３８４

适应不良 ← 学习能力 ０ ３７８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学习能力 ０ ３６８

敌对情绪 ← 学习能力 ０ ３６７

抑郁 ← 学习能力 ０ ３６６

０ ３８４９

抑郁 ← 自我管理 ０ ３５７

情绪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３４８

心理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３１８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 自我管理 ０ ３１４

适应不良 ← 自我管理 ０ ３１０

心理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３０９

强迫症状 ← 自我管理 ０ ２２５

强迫症状 ← 自我管理 ０ ２２２

情绪不平衡 ← 自我管理 ０ １９８

焦虑 ← 自我管理 ０ １８３

０ ２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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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４　 讨论

文章为横断面研究ꎬ 主要针对后疫情时代青

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问卷调

查和数据分析ꎮ 根据回收的 ２６０ 份问卷发现ꎬ 后

疫情时代下调查的青少年对象普遍缺乏社会适应

能力ꎬ 导致有轻中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出现ꎬ 与王

梦婷等人于疫情时期的调查研究结果相同[３]ꎮ 这

说明即使政策放开ꎬ 社会接触增加ꎬ 大部分青少

年仍然受疫情影响无法拥有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去适应开放后的社会环境ꎬ 而后疫情时代对于青

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也变得刻不容缓ꎮ
通过社会适应能力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结构方

程模型所示ꎬ 在构成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中ꎬ 表

达意愿、 处理同伴关系以及环境服从为最影响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因子ꎮ 对应量表中的题项正向表

达为[７]: 表达意愿——— “在陌生人面前ꎬ 我常常

能够自如地交流ꎬ 不会感到尴尬ꎮ” “即使是人多

的地方ꎬ 我也不会感到紧张ꎮ” “同别人争论时ꎬ
我从不感到语塞ꎬ 能够即时反驳对方ꎬ 并且思维

敏捷ꎮ” “我很喜欢参加社交活动ꎬ 我感到这是交

朋友的好机会ꎮ” 处理同伴关系——— “每到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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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ꎬ 我很容易同别人接近ꎮ” “即使有的同学

对我有看法ꎬ 我仍能同他 (她) 交往ꎮ” “我不怕

转学或转班级ꎬ 每到一个新环境ꎬ 我总能够迅速

适应ꎮ” “我喜欢陌生人来家里做客ꎬ 每逢这种情

况ꎬ 我都热情接待ꎮ” 环境服从——— “不管生活条

件有多大变化ꎬ 我也能很快习惯ꎮ” “我对生活条

件要求不高ꎬ 即使生活条件很艰苦ꎬ 我也能过得

很愉快ꎮ” “每到一个新地方ꎬ 我第一天总是能睡

得很好ꎬ 不会失眠ꎮ” “我不喜欢的东西ꎬ 我也能

很快学会ꎮ”
根据表达意愿、 处理同伴关系、 环境服从三

个维度题项的正向含义可发现与孙鹏、 孙红梅等

人的研究结果相似[１２][１３]ꎮ 孙鹏等人研究认为ꎬ 人

格中的外向性、 宜人性和开放性会显著地正向影

响社会适应的积极发展ꎬ 相反ꎬ 情绪性则会显著

的负向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１２]ꎻ 孙红梅等人研

究发现ꎬ 主动性人格对领悟社会支持和适应能力

皆能进行直接的正向预测[１３]ꎬ 这涉及了青少年表

达意愿和处理同伴关系的能力ꎬ 尤其突出主动表

达意愿的重要性ꎮ
侯晴晴等人研究发现ꎬ 学校情境内资源能显

著预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情况ꎬ 这也正验证了后

疫情时代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低的原因———封闭

在家无法参与、 利用学校资源进行一定社会接触ꎻ
研究也发现ꎬ 拒绝同伴的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

和抑郁[１４]ꎮ 同时大量研究证实ꎬ 拥有不良的同伴

关系会造成消极适应[１５][１６]ꎮ 这都说明了处理同伴

关系能力对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性ꎮ
此外ꎬ 姚聪等人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发现ꎬ 体

育锻炼能直接影响社会适应能力并借此缓解大学

生的社交焦虑ꎬ 也可直接影响同伴关系并以此缓

解社交焦虑ꎬ 故体育锻炼能提高社会适应能力ꎬ
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来有效缓解社交焦虑[１７]ꎮ 秦

国阳等人的研究有相似结果ꎬ 他们认为青少年体

育锻炼、 心理健康水平与其社会适应能力间有纵

向因果关系[９]ꎮ 这也补充说明了ꎬ 无论体育锻炼

是否通过体育活动的形式帮助青少年拥有较好的

同伴关系ꎬ 促进处理同伴关系能力的提高来影响

社会适应能力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ꎬ 体育锻炼

都是能帮助青少年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及心理健康

水平的好方法ꎮ

５　 结论

后疫情时代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

水平普遍存在问题ꎬ 而社会适应能力的因子中ꎬ
表达意愿、 处理同伴关系及环境服从为对心理健

康水平影响最大的三个因子ꎬ 因此我们可通过培

养青少年表达意愿、 处理同伴关系及环境服从的

能力让青少年主观选择以自己最舒服的状态适应

社会ꎬ 包括提高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水平ꎬ 学校内

部创建更多情境内资源、 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家
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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