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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西部农村地区 ６６８２ 名中小学生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农村中小学

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偏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与抑郁及社会功能低下；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性别、年

级、留守情况上存在差异；社会情感学习是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社会情感学习中的班级支持、

学校活动和家校沟通对心理健康在焦虑与抑郁、社会功能方面有差异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呈现出性别、年级和

留守情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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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面临不同

程度的问题和挑战，一直以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健

康第一的思想，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的理念。 随后，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中国儿童中

心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儿童蓝皮书：中

国儿童发展报告（２０２１）》指出，随着全社会对儿童

健康、安全和发展的日益重视，儿童健康状况取得较

大进展，儿童健康政策引导作用不断强化。 以此来

看，相关政府部门相继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意见，为

切实关注和改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行

动依据和政策保障。 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关注青

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探索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现

实因素是目前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小学生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绪调适、人

际交往及升学等各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

扰和问题。［１］ 而对于西部农村的中小学生来说，除

此之外，他们还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亲子时空隔

离、文化价值冲突与混乱等一系列困境。 加上其学

校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他们的教育和发展还受到各

种自然因素及地方经济发展等的制约。［２］ 使得西部

农村中小学生面临着家庭教育缺位以及学校教育补

位不足的双重问题，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西部农村地区的学

生经受着社会快速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焦虑、沮

丧、迷茫、愁闷、社交退缩等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及发展［３］。 这种影响

是对他们发展权及教育权的极大阻碍，同时也是国

家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面

对这一严峻的难题和挑战，更需要关注西部地区农

村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以此助力于提升整个

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

社 会 情 感 学 习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Ｌ），是“学校围绕着学校制度、课程教学、人际关

系与积极氛围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改进学校管理，

以帮助学生学习、获得自信、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

自主发展和社会性适应所必需的核心能力的过

程” ［４］。 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学校开展社

会情感学习对于学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健康问

题具有积极的作用［５］。 但众多研究更多关注的是

社会情感学习如何与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实现综合

实施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缺乏从社会情感学习

各个维度出发，探究社会情感学习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直接影响机制，也未因此开展全面而深入的实证

考察。 再者，已有研究于统合视野下对社会情感学

习与整体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进行了论述，

缺乏对西部农村中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和相

关实证研究。 因此，探究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生社

会情感学习各维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解

决他们在学业、心理与行为上体现出来的焦虑、沮丧

和愁闷等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 ３０ 所农村中小学为

样本学校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回收问卷 ６９５１ 份，删

除无效作答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６６８２ 份，问卷有

效率为 ９６． １３％ 。 其中，男生 ３３３８ 人（４９． ９６％ ），女

生 ３３４４ 人 （ ５０． ０４％ ）。 四 年 级 学 生 １８０７ 人

（２５． ５０％ ），五年级学生 １６３４ 人（２６． １３％ ），六年级

学生 １４２６ 人 （ １８． ９９％ ）， 七 年 级 学 生 ６１５ 人

（９． ９１％ ），八年级学生 ６４５ 人（９． ９８％ ），九年级学

生 ５５５ 人（９． ５３％ ）。 在留守经历方面，双留守儿童

为 ２３３０ 人（３４． ８７％），父亲外出但母亲不外出儿童为

１１６６ 人（１７． ４５％），母亲外出但父亲不外出儿童为

６４５ 人（９． ６５％），非留守儿童为 ２５４１ 人（３８． ０３％）。

（二）研究工具

１． 学校社会情感学习过程

采用杜媛等参照教育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

会情感学习（ＳＥＬ）”项目组编制的学生自评学习过

程量表进行修订的学校社会情感学习过程问卷。［６］

测量学生感知到的学校社会情感学习过程，该问卷

包括班级支持、学校活动和家校沟通三个维度，每个

维度 ４ 个项目，总共 １２ 个项目。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５

点量表进行评定，问卷整体信度为 ０． ８８，各分维度

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５、０． ７５ 和 ０． ７５，说明问卷的

信度较好。 问卷的结构拟合系数 （ ｘ２ ／ ｄｆ ＝ ４． ８３，

ＧＦＩ ＝ ０． ９４，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 ＣＦＩ ＝ ０． ９４， ＴＬＩ ＝

０． ９２，）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标准，表明

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 ＧＨＱ －１２ 量表

１２ 题项一般健康问卷（１２ － ｉｔ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ＧＨＱ －１２）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被

认为是最常用的心理问题测量工具之一［７］。 相较

于常用的 ＧＨＱ －１２ 一般健康量表而言，本研究所采

的量表在相应题目的顺序和表述上做了一定的改

变。 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确定 ＧＨＱ －１２ 问

卷采用二因子变量，包括焦虑与抑郁和社会功能低

下 ２ 个维度，其中焦虑与抑郁共有 ７ 个项目，采用积

极性措辞方式，社会功能低下包含 ５ 个项目，采用消

极性措辞方式，共计 １２ 个项目。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５

点量表进行评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

的结构拟合指数（ｘ２ ／ ｄｆ ＝ １０． １２９，ＧＦＩ ＝ ０． ９８９，ＲＭ⁃

ＳＥＡ ＝０． ０３７，ＣＦＩ ＝ ０． ９８１，ＴＬＩ ＝ ０． ９７１）符合验证性

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标准，表明问卷的二因子结构

得到本研究的数据支持，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和 ＡＭＯＳ２１． ０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信度分析、探索性因

子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

（四）问卷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１． 问卷区分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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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验证性因素分析与模型比较（ｎ ＝ ６６８２）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ＡＩＣ ＢＣＣ

模型 １ ２１９８０． ７６９ ２５２ ８７． ２２５ ０． ５１５ ０． ４６９ ０． １１４ ２２１２４． ７６９ ２２１２５． ３１０

模型 ２ １４６８． ５２４ １９８ ７． ４１７ ０． ９７２ ０． ９６１ ０． ０３１ １７２０． ５２４ １７２１． ４７０

　 　 本研究使用 Ａｍｏｓ２１． ０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测量工具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 本研究将社会情

感学习和心理健康这两个变量并入一个因子构建单

因子测量模型为模型 １，由此得出单因子测量模型

的拟合结果。 此外，本研究将这两个变量分别构建

两因子测量模型为模型 ２，得出两因子测量模型的

拟合结果。 通过对比两种模型的拟合结果，判断测

量工具之间是否具有区分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

果如表 １ 所示，从模型拟合情况来看，假设的两因子

模型比单因子模型显示出更好的拟合度。 因此，两

因子模型能够更好地代表测量的因子结构，说明心

理健康、社会情感学习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研

究所采取的测量工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２．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本研究通过采取匿名测

量、部分项目反向等措施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

差。 由于本研究的多个量表由同一被试作答，可能

存在一定的同源性偏差，因此本研究对其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来

检验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的严重程度。 未旋转的

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有 ４ 个因子的特征根

大于 １，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２２． ５４％ ，低

于 ４０％的临界值，从而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描述统计

结果

表 ２　 不同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学习能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 ６６８２）

项目 焦虑与抑郁 社会功能低下 心理健康总体 班级支持 学校活动 家校沟通

分性别

男 ２． ５２（０． ８５） ２． ０８（１． ０３） ２． ２０（０． ６８） ３． ９７（０． ８４） ３． ６４（０． ８９） ３． ４７（１． ０３）

女 ２． ６０（０． ８３） ２． １０（０． ９６） ２． ２３（０． ６６） ４． １３（０． ７８） ３． ７４（０． ９０） ３． ４５（１． ０２）

Ｔ － ４． ０５∗∗∗ － ０． ６９ － １． ４３ － ８． ０９∗∗∗ － ４． ４２∗∗∗ ０． ６９

分年级

四年级 ２． ６１（０． ８６） ２． ０９（１． ０４） ２． ２６（０． ６６） ３． ９８（０． ８３） ３． ８２（０． ８９） ３． ７０（０． ９６）

五年级 ２． ５０（０． ８３） ２． ０８（０． ９７） ２． １８（０． ６７） ３． ９６（０． ８０） ３． ６５（０． ９０） ３． ４９（０． ９７）

六年级 ２． ４７（０． ８２） ２． １４（１． ０３） ２． １８（０． ７１） ４． ０３（０． ７７） ３． ５８（０． ８９） ３． ４３（１． ０１）

七年级 ２． ５１（０． ８１） １． ９１（０． ８３） ２． １１（０． ５９） ４． ２０（０． ６８） ３． ７９（０． ８５） ３． ４０（１． ０５）

八年级 ２． ６９（０． ８６） ２． ２２（１． ０６） ２． ３４（０． ６５） ４． ０７（０． ９０） ３． ５３（０． ８７） ３． ０２（１． ０４）

九年级 ２． ７１（０． ８３） ２． ０７（０． ９１） ２． ２５（０． ６５） ４． ３８（０． ８５） ３． ７３（０． ８８） ３． ２３（１． １２）

Ｆ １４． ３４∗∗∗ ２． ７８∗ ４． ４７∗∗∗ ２９． ２２∗∗∗ １８． ５４∗∗∗ ５３． １７∗∗∗

分留守
儿童
情况

非留守 ２． ５１（０． ８６） ２． ０５（１． ００） ２． １６（０． ６６） ４． ０８（０． ８０） ３． ７５（０． ８７） ３． ５３（１． ０２）

双留守 ２． ６０（０． ８３） ２． １３（０． ９９） ２． ２６（０． ６６） ４． ０４（０． ８２） ３． ６５（０． ９２） ３． ４２（１． ０２）

父亲单留守 ２． ５５（０． ８５） ２． １２（１． ０１） ２． ２４（０． ６８） ４． ０３（０． ７７） ３． ７０（０． ８９） ３． ４５（１． ０１）

母亲单留守 ２． ６５（０． ８２） ２． ０６（０． ９４） ２． ３０（０． ６７） ４． ０１（０． ９５） ３． ５７（０． ９０） ３． ３４（１． ０４）

Ｆ ６． ６５∗∗∗ １． ０３ ５． １４∗∗ １． ７０ １０． ３１∗∗∗ ８． ４２∗∗∗

总体 ２． ５６（０． ８４） ２． ０９（１． ００） ２． ２２（０． ６７） ４． ０５（０． ８１） ３． ７０（０． ８９） ３． ４６（１． ０２）

　 　 注：表中数据为心理健康和社会情感学习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值，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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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全部学生被试的心

理健康总体的平均值为 ２． ２２，两个子维度的平均值

为 ２． ５６、２． ０９，从高到低为焦虑与抑郁、社会功能低

下。 在学生社会情感学习方面，总体的全部学生被

试的社会情感学习总体的平均值为 ３． ７４，三个子维

度的平均值处在 ３． ４６ 至 ４． ０５ 之间，从高到低依次

为班级支持、学校活动、家校沟通。 由于心理健康状

况存在异质性，故对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及留守类型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男女生

的焦虑与抑郁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呈现的焦虑与

抑郁显著高于男生，其均值分别为 ２． ６０ 和 ２． ５２。

在不同年级中，九年级学生展现的焦虑与抑郁最高，

均值为 ２． ７１。 心理健康总体情况在不同年级和不

同留守类型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不同留守类

型中，母亲单留守的学生展现出最高的焦虑与抑郁，

其均值为 ２． ６５。 结果详见表 ２。

（二）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

为了探究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

影响效应，本文主要采用 ＯＬＳ 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

两者的关系。 因变量为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两个维

度，即焦虑与抑郁和社会功能低下。 自变量为社会

情感学习的三个维度，即班级支持、学校活动、家校

沟通。 同时，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在估计过

程中考虑了性别、年级、留守类型、独生子女情况、住

校情况、担任班干部情况、家庭住址等因素。 具体估

计模型如下：

Ｙ ＝ β１ ＋ β２Ｓ ＋ β３Ｘ ＋ ε

其中 Ｙ 表示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Ｓ 表示学生

社会情感学习，Ｘ 表示个体层面的一些影响因素，如

性别、年级、留守类型、独生子女等，ε 为残差项。

依据以上模型，从整体样本层次来探究社会情

感学习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 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班级支持对于中小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能显著降低学生的

焦虑与抑郁及减少中小学生的社会功能低下。 学校

活动能显著降低学生的焦虑与抑郁，对中小学生的

社会功能没有显著性影响。 另外，家校沟通能够减

少中小学生的社会功能低下，对其焦虑与抑郁没有

显著性影响。
表 ３　 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全样本）

焦虑与抑郁 社会功能低下

班级支持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５）
－ ０． ２２１∗∗∗

（０． ０３１）

学校活动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９）

家校沟通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６６８２ ６６８２

Ｒ２ ０． ０５８ ０． １１２

（三）分性别探究社会情感学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

影响

表 ４ 的结果显示：对于不同性别的学生来说，班

级支持能够显著降低男生、女生的焦虑与抑郁以及

减少他们的社会功能低下。 学校活动能够显著减轻

男生和女生的焦虑与抑郁，其中对于男生的影响更

为显著。 另外，家校沟通对于男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减轻女生的焦虑与抑郁。
表 ４　 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性别）

焦虑与抑郁 社会功能低下

男生

班级支持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２）
－ ０． ２０７∗∗∗

（０． ０４２）

学校活动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１）

家校沟通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３８ ３３３８

Ｒ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６

女生

班级支持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２）
－ ０． ２３９∗∗∗

（０． ０４６）

学校活动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１）

家校沟通
－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４４ ３３４４

Ｒ２ ０． ０８０ ０．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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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年级探究社会情感学习对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

表 ５ 的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分

组，相比初中生来说，班级支持能够显著减少小学生

的焦虑与抑郁，但对初中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学

校活动能显著减少小学和初中生的焦虑与抑郁；家

校沟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初中生的焦虑与抑郁，

对于小学生的焦虑与抑郁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家校

沟通能显著增加小学生的社会功能，对初中生的社

会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５　 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分年级）

焦虑与抑郁 社会功能低下

小
学
生

班级支持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２０４∗∗∗

（０． ０３６）

学校活动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４）

家校沟通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４８６７ ４８６７

Ｒ２ ０． ０５０ ０． １１１

初
中
生

班级支持
－ ０． ０９

（０． ０２７）
－ ０． ２５５∗∗∗

（０． ０６３）

学校活动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９）

家校沟通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

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０

　 　 （五）分留守情况探究社会情感学习对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

　 　 表 ６ 的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留守类型的学生来

说，班级支持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三种留守类型学生

的焦虑与抑郁以及社会功能。 学校活动能显著减少

三种留守类型学生的焦虑与抑郁，但是学校活动能

显著降低双留守学生的社会功能低下的问题，对非

留守和单留守类型学生的社会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家校沟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留守类型学生的焦

虑与抑郁，对两种留守类型学生的焦虑与抑郁及社

会功能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表 ６　 社会情感学习对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分留守类型）

焦虑与抑郁 社会功能低下

非

留

守

班级支持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８１∗∗∗

（０． ０４９）

学校活动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６）

家校沟通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２５４１ ２５４１

Ｒ２ ０． ０８１ ０． １０４

双

留

守

班级支持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５）
－ ０． ２１０∗∗∗

（０． ０５２）

学校活动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２４）
－ ０． １５５∗∗∗

（０． ０５０）

家校沟通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２３３０ ２３３０

Ｒ２ ０． ０４６ ０． １３４

单

留

守

班级支持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２９）
－ ０． ３１４∗∗∗

（０． ０６２）

学校活动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６）

家校沟通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１８１１ １８１１

Ｒ２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９

　 　 四、结论及建议

（一）西部农村中小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不断增加

之势，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发展。

研究发现，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偏

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与抑郁及社会功能低下。

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总体在性别、年级和

留守情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中，男生和女生在

焦虑与抑郁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女生呈现的焦虑

与抑 郁 显 著 高 于 男 生， 这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８］［９］［１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男生和女生在生理

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其中女生情感更丰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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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内心更敏感、脆弱，更容易沉浸于日常生活的负

面情绪中，从而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焦虑与抑郁。［１１］

相对来说，男生更为外向，在情感上独立性更强，对

于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好，能更好地调整自身的状

态。［１２］在各个年级中，九年级的学生呈现更高的焦

虑与抑郁，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增高，学习难度更大，

与九年级临近中考带来的升学压力有关，以及考试

关键期学生自我愈加封闭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所

致，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１３］［１４］［１５］ 另外，西部地区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在不同留守类型存在差异。 在

留守家庭的学生中，双留守和母亲单留守类型的学

生呈现相对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及较高的焦虑与抑

郁。 其中，母亲单留守这一留守类型的学生呈现更

高的焦虑与抑郁。［１６］［１７］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父母与

子女之间呈现为三角关系。［１８］ 由于角色特点的不

同，父母在家庭中对于孩子起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相关研究发现，比起父亲更容易下断语的特点，母亲

更愿意倾听。 加上母亲更主动地提供关怀，孩子更

愿意和母亲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母亲的依赖性更

强。［１９］因此，对于母亲单留守的学生来说，母亲的离

开，使得他们缺失细腻的情感关怀，焦虑情绪无法得

到疏解和释放，更容易产生孤独倾向，从而产生更多

的焦虑与抑郁。 而对于父亲单留守的学生来说，父

亲外出带来更多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使得母亲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于孩子更多的情感关怀，从

而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与抑郁。［２０］

因此，本研究认为：需要重视对于西部地区农村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和重视，了解学生们的心

理诉求。 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要考虑性别差

异，特别要加强对女生心理卫生相关知识的传授和

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从而减少她们在成长过程

中的焦虑与抑郁。 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特别要关注

他们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初中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

压力及青春期变化时期，教师和家长要注意观察他

们的行为变化，多倾听他们的声音，积极给予情感温

暖，帮助他们预防和调节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另

外，在关注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情况的时候，要多关注

母亲单独外出这部分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动态，给予

他们更多情感上的关注和支持。

（二）社会情感学习各维度对西部农村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性影响

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情感学习能帮助学生认

识和控制自身的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２１］，从

而减少学生的焦虑与抑郁，增加他们的社会能力，提

升学生心理健康程度。［２２］ 但是，社会情感学习的不

同维度对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

异。 具体表现为：在焦虑与抑郁方面，班级支持和学

校活动都能显著影响学生的焦虑与抑郁。 社会联结

理论认为，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的联结越紧密促使

个体出现危及身心健康等问题行为的可能性越小。

班级和学校是学生建立情感联结的重要单位。［２３］ 因

此，班级支持和学校活动能促使学生个体发展良好

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从而增加学生对于班级和

学校的认同感，使其快速提升自信心并找到归属感，

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接纳自己，因此产生更多的积极

情绪，增强其受挫能力，进而降低焦虑与抑郁。［２４］

在社会功能方面，班级支持能显著提升学生的

社会功能，家校沟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社会

功能低下的情况，学校活动对于中小学生的社会功

能没有显著性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学生逐渐脱离

家庭进入学校，班级内部的教师和同伴成了他们重

要的社会交往对象。 在班级的支持下，学生可以获

得更多相互交往、合作和学习社会技能的机会，从而

发展认知和适应能力，提升社会功能［２５］。 相比较学

校活动与家校沟通来说，学生接触到班级里的教师

和同学的频率更高，交往程度也更深，对学生的影响

更全方位。 因此，班级支持对于中小学生的社会功

能有更显著的影响。 另外，家校沟通对学生的社会

功能有影响，但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家长与教师的

沟通频率相对较少，且交流内容更多是学生学业成

绩和思想状况方面的，只有部分涉及学生情感发育、

人际发展的内容对于学生的社会功能产生一定的影

响。［２６］但学校活动对于学生社会功能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因为，学生在参加学校活动与其他同学的交

往中频率低，随着不同活动带来交往和互动对象的

变动，学生们的交往只是停留在浅层，这种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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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的社会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本研究认为：首先，需要重视和发展西部

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学习，从而有效提升他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 学校和教师，应注意给予学生更多

的班级支持，可以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积极引

导学生相互交流，建立良好的班级氛围，增强班级的

凝聚力，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 其次，学校

和班主任可以根据情况尽可能多地开展一些学校活

动，活动可以形式多样，让学生在活动中加强与他人

的人际互动和交往，从而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自身

的优点，更好地实现自我肯定和接纳。 最后，学校和

教师要加强与学生家庭的沟通，与家长寻找同一目

标，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共同培养学生集中注意的

能力、自我决策能力，教会孩子勇于面对困难不害

怕、不退缩，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并发挥

自身的作用，以此在各项活动中肯定自身的价值，提

升其社会功能，有助于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三）社会情感学习对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学段、留守类型差异

研究发现，对于不同性别的学生来说，班级支

持、学校活动更能够显著减轻男生的焦虑与抑郁。

可能由于性格特点的不同，男生更喜欢参与到各项

学校活动中，其对于班级支持的感知更强。 为了达

到他人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班级支持更能激发男

生的自我肯定感，对他们的鼓励更为有效，更能提高

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助于他们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

得到情绪的释放，［２７］从而减轻焦虑与抑郁。 家校沟

通对于男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

减轻女生的焦虑与抑郁。 这可能因为女生相对较为

内敛，在遇到困难引起内心焦虑时不善与教师和家

长倾述［２８］，教师和家长难以同时获取其在学校和家

庭两方面的心理诉求。 通过教师和家长的沟通，能

更好地了解女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提供相应的

支持和帮助，从而降低女生的焦虑与抑郁。

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来说，相比初中生，班级支

持更能够显著减少小学生的焦虑与抑郁。 这可能因

为小学阶段是学生经历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的入门

阶段［２９］，教师与同学对于小学生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更大，能够带领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小学生

学会自身和他人情绪情感的认知和管理。［３０］ 因此，

班级支持对他们的焦虑与抑郁产生更强的影响。 相

比较而言，对于初中生，随着年级的增加，学习任务

随之加重，师生和生生之间关于学习内容的交流也

随之增加，初中生独立性加强，能够更客观对待教师

对于自身的态度和关怀。［３１］ 因此，班级支持对于初

中生的焦虑与抑郁没有显著的影响。 家校沟通能显

著影响小学生的社会功能，［３２］ 而对于初中生来说，

家校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初中生的焦虑与抑郁。

可能是因为，对于小学生而言，学校和家庭几乎占据

了学习和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其培养和发展的过

程中，更注重是在学习和生活各个领域培养其行为

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能力。

由此，家长与教师的沟通交流，更多的是关注学习生

活各项技能，实现社会化的内容。 因此，家校沟通会

更有助于小学生社会功能的发展和提升。 对于初中

生来说，面临更多学业上的压力和青春期的波动，身

心发展不平衡导致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冲突。 教

师和家长沟通联系重点在于关注学生情绪变动和情

感需求，因此，家校沟通更能影响初中生的焦虑与抑

郁。

对于不同留守类型的学生来说，学校活动能显

著改善双留守学生社会功能低下的问题，对非留守

和单留守类型学生的社会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

因为双留守学生很少得到父母的直接关爱，体验到

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更愿意和同学参与到学校

的各项课外活动中去，在集体交流中体验乐趣，寻找

自身的价值，从中提升与人交往的能力。［３３］ 家校沟

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留守类型学生的焦虑与抑

郁，对两种留守类型学生的焦虑与抑郁及社会功能

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非留守学生父母在身边，父母

的关注和叮嘱，能更好发挥家校联动机制，减少学生

的焦虑与抑郁。［３４］ 而对于留守情况的学生来说，父

母外出带来地域上的距离，使得教师和父母的沟通

存在障碍，家校合作受到很大的限制，教师反馈的教

育意见和建议，由于空间上的距离，父母也难以实施

日常教育和监管，使得家校沟通的效果甚微。［３５］ 本

８５ 教育科学探索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研究发现的社会情感学习对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年级和留守类型的差

异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因此，本研究认为：首先，在以后的教育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多关注班级支持对于男生的积极影

响，视情况给予班级男生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调动他

们的班级荣誉感，形成正向的激励，并引导男学生间

互相给予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同时，要多加强与女

学生家庭的沟通，更全面了解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

中的心理动向和情绪状态，帮助班级女学生形成更

为健康的心理状态。 其次，对于小学生给予更多的

班级支持和关怀，帮助其适应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形

成健康的人格。 对于初中学生，可以开展更多形式

丰富的学校活动，并加强与学生家庭的联系，了解学

生的心理动态。 最后，要多鼓励留守学生，特别是双

留守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各类活动中，引导他们在活

动中加强与他人的交流，在活动中获得自身价值感，

帮助他们不断地发现自我，肯定自我，从而发展西部

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培育学生健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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