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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师幼关系与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关系，并检验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在其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师幼关系量

表、接受性语言能力测量、幼儿心理弹性量表和幼儿自我概念量表对911名学前儿童及其教师进行测量和调查。结果表明：1）

师幼亲密性和依赖性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2）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在师幼亲密性与自我概念之

间分别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接受性语言能力在师幼依赖性与学前儿童自我概念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接受性语言能力和

心理弹性在两种类型师幼关系与学前儿童自我概念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教师与学前儿童建立积极亲密的师幼

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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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elf-
concept：The Chained Mediating Effect of 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ZHAN Shu-wei1，HE Dan2

（1. School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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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elf-concept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
fects of 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a total of 911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teachers were surveyed and
measured with th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Scale，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assessment，Chil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and
Child Self-Concept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1）Teacher-child intimacy and dependence have a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elf-concept. 2）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respectively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cher-child intimacy and self-concept，while 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teacher-child depen⁃
dence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lf-concept. 3）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 a chained mediating role
in the two types of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lf-concept.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cultivating
a positive and intimat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stering self-concept development among preschool chil⁃
dren.
Key words：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self-concept; receptive language abili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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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我概念是个体植根于环境和经验对自己

的知觉及总体评价，是儿童自我认知的核心组

成部分［1］，稳定而积极的自我概念是儿童认知水

平、社会情绪能力和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素［2-3］。儿童早期是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关

键时期，自我概念一经形成将会对儿童的终身

发展产生持久影响［4］。因此，考察学前儿童自我

概念的影响因素及其间的作用机制十分重要。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是在

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对他人态度和行为

的理解中发展起来的［5］79。成长在支持性环境中

的儿童其自我概念更积极，更易获得成人的积

极性评价，而在冲突、拒绝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

拥有更消极的自我认知和评价［6］。幼儿园是学

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教师的支持是学前

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保护性因素［7］。师幼关

系是幼儿园教育系统的核心关系，是学前儿童

形成自我知觉的重要依据［8］。师幼关系是指学

前儿童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方面与教师形

成的心理关系，一般包括亲密性、冲突性与依赖

性［9］。学前儿童在与教师的日常交流中，透过

“镜像过程”形成“镜像自我”［10］，即学前儿童与

教师的关系经历可以作为他们了解和评估自己

的模板。以往研究表明，亲密且支持性的师幼

关系有助于学前儿童形成积极的信念，并能够

减少问题行为的产生［11］，冲突的师幼关系则会

引起学前儿童的消极情绪，加剧其社会退缩的

形成［12］。然而，目前少有研究关注师幼关系与

学前儿童自我概念间的关系，更少探讨不同师

幼关系类型对幼儿自我概念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师幼关系显著预

测学前儿童自我概念。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儿童的发展是个体与

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13］。儿童早期自我概念的

发展与其师生互动及其自身的语言能力密切相

关。而在学前阶段，接受性语言能力往往先于

表达性语言能力的发展，接受性语言能力是个

体在语言输入过程中对他人传达的信息进行理

解和解释的能力［14］。研究者认为，接受性语言

能力是未来语言、阅读和读写能力的重要预测

因素［15］，也是获得和发展表达性词汇的一种强

大的、基本的技能。在学校教养环境中，学前儿

童与教师的关系是其语言成长的重要环境因

素，亲密的师幼关系有助于学前儿童语言能力

的发展［16］。在高冲突性的师幼关系中，学前儿

童语言发展滞后的风险增加［17］。此外，语言发

展又是自我概念发展的显著预测因子［18］。语言

能力较强的学前儿童其学业自我概念和一般自

我概念较高［19］，而患有语言障碍的学前儿童其

自我概念普遍较低［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2：师幼关系通过接受性语言能力的中介作用

对自我概念产生影响。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为应对外部挑战，

会努力维持并构建心理资源［20］，心理弹性作为

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是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

的重要保护因素［21］。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应对压

力并成功进行自我调适的能力［21］。研究表明，

较低的心理弹性会增加个体压力、诱发消极情

绪并降低自我认知［20］。根据Kumpter 的弹性框

架，心理弹性嵌入在包括遗传、环境和关系在内

的交互作用过程中［22］。一方面，儿童学习和成

长的环境是影响其心理弹性的关键因素，高质

量的师幼关系是其心理弹性的重要支持性来

源［23］，支持个体对环境的探索，并帮助他们应对

日常挑战，从而培养他们的适应能力和韧

性［24］。另一方面，心理弹性较高的儿童能够借

助积极的人际关系寻求社会支持，形成高水平

的自尊、自我效能和自我价值感等内在自我认

知能力［25］。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心理弹性

在师幼关系与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关系间起中

介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儿童的语言能力与其心理

弹性水平密切相关，语言学习的效果可能会直

接影响儿童心理和行为的适应性［26］。依据社会

适应模型，接受性语言能力是影响儿童社会适

应的重要因素，接受性语言能力水平较高的儿

童可能会将语言能力作为积极的心理资源，更

倾向于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也能够更自信地

应对各种挑战［27］。综上所述，儿童在消极的师

幼关系环境下，往往会导致接受性语言能力发

展受限，而较弱的接受性语言能力也可能是一

种慢性而持续的压力，进而导致其心理弹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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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并影响其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28］。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4：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

在师幼关系与学前儿童自我概念间起链式中介

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取目的性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21所

幼儿园3～6岁学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一共发放

问卷986份，删除缺失、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

本 911 个，有效率为 92.4%。其中，男孩 501 人

（55%），女孩410人（45%），平均月龄为62.73个月

（SD = 7.82）。

（二）研究工具

1.师幼关系量表

采用Pianta和Steinberg编制［29］，张晓等人［30］修

订的师幼关系量表。由教师填写，包括28个项目，

采用Likert 5点计分，含有亲密性、依赖性和冲突

性三个维度。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分别为0.79，0.85，0.87。

2.接受性语言能力测试工具

使用Lloyd M.Dunn和 Leota M.Dunn编制［31］，

陆莉、刘鸿香对其进行中文版修订［32］的皮博迪图

片词汇能力测试工具，对幼儿进行一对一接受性

语言能力测量。测验由125页（每页包含4张不

同的小图）生活中常见的图片组成，随着研究人

员展示图片并说出词语，幼儿需从4张图片中指

认出最符合的图片，总分越高代表接受性语言能

力水平越高。

3.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 LeBuffe 和 Naglieri［33］开发，季雨竹等

人［34］修订的Devereux幼儿心理弹性评估量表，共

38个项目，保护性因素包含主动性、自我调节和

依恋/关系三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

越高代表幼儿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是0.89。

4.自我概念量表

幼儿自我概念量表由韩春红［35］基于PSPCSA

改编而成，共包含22个项目，由主班教师对学前

儿童过去几个月中的表现进行填写。采用Likert

4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

高，表示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发展越好。量表的

Cronbach’s α是0.91。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经高校伦理委员会批准、学前儿童主

要监护人的知情同意。研究中师幼关系量表、幼

儿心理弹性量表与幼儿自我概念量表均由学前

儿童主班教师填写。由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担任

主试，在安静温馨的教室对学前儿童进行接受性

语言能力一对一现场施测，测量过程尊重其意

愿，测试结束的当天回收教师评定问卷。采用

SPSS 26.0和Mplus 8.3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了多种

评定法、对题目设置不同的评分等级和使用反向

计分等增加方法差异。此外，通过Harman单因子

检验发现，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1.96%，

表明该研究未出现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矩阵如表1所

示。结果表明，师幼关系、接受性语言能力、心理

弹性与自我概念呈显著正相关；师幼关系与接受

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接受性语

言能力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年龄与

各主要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为了使模型更

加精准，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检验。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1. 性别

2. 月龄

3. 师幼关系

4. 亲密性

5. 冲突性

6. 依赖性

1

—

0.01

0.04

0.06

–0.03

0.02

2

—

0.11**

0.10**

–0.08*

–0.03

3

—

0.45***

–0.87***

–0.64***

4

—

﹣0.23***

0.30***

5

—

0.48***

6

—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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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受性语言
能力

8. 心理弹性

9.主动性

10.自我调节

11.依恋/关系

12. 自我概念

M

SD

–0.05

0.09*

0.08**

0.11**

0.02

0.05

0.42***

0.23***

0.20***

0.24***

0.16***

0.22***

62.74

7.82

0.22***

0.31***

0.19***

0.33***

0.27***

0.11**

74.18

1.27

0.20***

0.61***

0.52***

0.52***

0.55***

0.56***

3.55

0.63

–0.16***

–0.20***

–0.05

–0.27***

–0.19***

0.01

1.88

0.62

–0.07*

0.17***

0.18***

0.10**

0.16***

0.30***

2.50

0.71

—

0.24***

0.23***

0.25***

0.14***

0.25***

32.00

16.26

—

0.88***

0.88***

0.83***

0.64***

6.63

1.71

—

0.67***

0.61***

0.65***

10.42

1.92

—

0.58***

0.56***

2.02

0.68

—

0.44***

2.27

0.70

—

2.33

0.59

注：性别为虚拟编码变量，0 = 男，1 = 女；*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为自变量（冲

突性与自我概念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后续分析中

不再纳入），自我概念为因变量，学前儿童性别、

年龄为控制变量，对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模型拟合良好（χ2/

df = 7.46，p < 0.001，CFI = 0.95，TLI = 0.92，RM-

SEA = 0.08，SRMR = 0.03）。

师幼关系亲密性显著正向预测接受性语言能

力（β = 0.18，p < 0.001）、心理弹性（β = 0.64，p <

0.001）和自我概念（β = 0.14，p < 0.01）；师幼关系

依赖性显著负向预测接受性语言能力（β =-0.14，

p< 0.001），正向预测自我概念（β = 0.16，p<

0.001），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04，

p> 0.05）。接受性语言能力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

弹性（β = 0.10，p< 0.01）和自我概念（β = 0.08，p<

0.01），说明学前儿童接受性语言能力水平越高，他

们的心理弹性水平也更高，有更积极的自我概

念。心理弹性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概念（β= 0.56，

p< 0.001），表示拥有积极心理品质的学前儿童，有

更积极的自我概念。如图1所示，接受性语言能力

和心理弹性在师幼关系（亲密性和依赖性）和学前

儿童自我概念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为了模型的

简洁性，未呈现性别、年龄的控制作用）。

主动性 自我调节 仪恋/关系

心理弹性接受性语言
能力

亲密性

依赖性
自我概念

0.85*** 0.79*** 0.71***

0.56***

0.10***

0.08***

0.64***

0.14***

0.16***

0.18*** -0.14***

-0.14

图1 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影响自我概念的链式中介模型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95%置信区

间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结果表明，师幼关

系亲密性/师幼关系依赖性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

的直接效应显著，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

在师幼关系亲密性与自我概念间起多重中介作

用（路径为：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接受性语

言能力→自我概念；师幼关系亲密性→心理弹

性→自我概念；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接受

性语言能力→心理弹性→自我概念）（如表2所

示）。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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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变量

师幼关系

亲密性

师幼关系

依赖性

路径

师幼关系亲密性→接受性语言能力→自我概念

师幼关系亲密性→心理弹性→自我概念

师幼关系亲密性→接受性语言能力→心理弹性→自我概念

总间接效应

师幼关系依赖性→接受性语言能力→自我概念

师幼关系依赖性→心理弹性→自我概念

师幼关系依赖性→接受性语言能力→心理弹性→自我概念

总间接效应

标准化的效应值

0.01

0.25

0.01

0.27

–0.01

–0.01

–0.01

–0.03

相对效应（%）

2.72

68.48

1.90

73.37

10.39

16.88

6.49

33.77

95%CI

[0.01, 0.02]

[0.21, 0.29]

[0.01, 0.02]

[0.23, 0.32]

[–0.02, –0.01]

[–0.04, 0.01]

[–0.01, –0.01]

[–0.05, 0.01]

四、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师幼关系与学前儿童自我概

念的关系，并探讨了接受性语言能力及心理弹性

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师幼关系亲

密性/依赖性、接受性语言能力、心理弹性和自我

概念形成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一）师幼关系与自我概念的关系

研究发现，师幼关系亲密性和依赖性能正向

预测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师幼关系质量越

高，学前儿童自我概念越积极。积极的师幼关系

作为一种良好的环境因素，能够促进学前儿童自

我认知的健康发展。依据符号互动论观点，个体

的自我概念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学前儿

童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了重要他人如何看待

自己的信息，从而塑造自我意识并纳入自我概念

中［36］。学前儿童通过师幼关系获得反馈，了解教

师的行为、态度、价值观等行为标准，并调整自己

的行为以获得教师的认可，进而将教师的认可内

化为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形成自我概念。

（二）接受性语言能力与心理弹性的单独中

介作用

接受性语言能力在师幼关系影响学前儿童

自我概念中具有中介作用。语言习得本质是一

个社会化过程，相对良好的情感和积极的口头互

动能够支持快速的语言习得［37］。学前儿童进入

幼儿园后，教师成为其主要的沟通伙伴［17］。与教

师相处亲密的学前儿童更有可能与其进行个性

化的对话，并主动参与语言学习活动［38］。儿童认

知与自我调节能力是在儿童学习其文化符号和

思维模式的过程中发展的，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被认为是未来成功的关键先导。随着词汇量的

增长，学前儿童理解内部规则、了解他人口头指

示的能力也会提高，这有助于他们加深自我反思

的意识。本研究还发现依赖性负向预测接受性

语言能力，这是因为不同于其他领域，学前儿童

语言发展需要主动性［39］，相较于积极性高的学前

儿童，依赖性强的学前儿童往往较少有机会与教

师进行个性化对话并参与课堂活动。亲密的师

幼关系能够通过正向影响学前儿童的接受性语

言能力进而塑造其自我概念，而依赖性的师幼关

系通过负向预测其接受性语言能力进而影响自

我概念的发展。

心理弹性在师幼关系亲密性与自我概念间

起着中介作用。人际关系是影响心理弹性的根

源，教师提供的支持、关爱和安全感，强化了学前

儿童的内在力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心理弹性

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学前儿童而言，师幼关系是

发展的重要因素，将积极的师幼关系作为资源，

可能有助于建立一个坚实的心理基础，使他们对

未来充满希望［40］。同时，自我效能感理论也表

明，个体的成功经验会增强自我效能感的发展，

学前儿童的主动性、自我调节以及依恋能力越

强，积累的优势经验和自我效能感越多，自我概

念也会越积极。

（三）接受性语言能力与心理弹性的序列中

介作用

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

弹性在师幼关系亲密性/师幼关系依赖性与自我

概念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情

境-过程-结果”模型，即师幼关系作为个体在互

动交往情境中的感知，可以通过影响学前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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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性语言能力和心理弹性这一能力过程，从而

影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亲密性与依赖性的

师生关系为学前儿童提供了更多与教师交往的

机会，师幼间可能会有更频繁、个性化、协调良

好的言语互动。学前儿童在与教师的语言互动

中促进了词汇的增长，语言的顺利发展又潜在

建构学前儿童的自信心，进而催化积极自我概

念的形成［41］。此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因

素可以支持个体的发展，资源占有越多的个体

越能应对未来的可能压力。与教师之间的和

谐、自由、温馨的亲密关系能够促使学前儿童主

动与教师交流，增强语言理解，促进语言能力的

提升，成为心理弹性的一种重要保护性因素，进

而优化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评价。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横断研究设计无

法考察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通过纵向研

究考察师幼关系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影

响机制；教师对师幼关系的报告与教师在教育保

育过程中的敏感度有关，未来研究者可以加入学

前儿童视角的测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对学前儿童自我概

念具有显著正相关。师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能

够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具体而言，师

幼关系亲密性/依赖性可通过接受性语言能力和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对学前儿童自我概念产生

影响，该中介效应包含了三条路径：接受性语言

能力的单独中介效应，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效

应，以及接受性语言能力-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

效应。

（二）教育建议

为有效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需要

通过构建积极的师幼关系、拓宽家园合作渠道、

提升心理弹性等多种方式形成教育合力。

1.构建良好师幼关系，营造亲密校园氛围

教师是幼儿的重要他人，师幼关系质量是

推动学前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师

幼关系是一个动态系统，其质量随关系存在的

环境和关系中个人的变化而变化。首先，营造

轻松持续的班级环境，与幼儿建立亲密的情感

连接。幼儿园教师应该树立积极的儿童观，在

教育活动过程中采用积极鼓励和正强化，与幼

儿建立亲密、温暖的师幼关系，努力塑造一个以

依恋为基础、以反思为中心的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教师在与学前儿童的接触中，引导其参加

班级活动、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勇敢表达自

己的情绪情感，形成教师与学前儿童间的安全

情感依恋。其次，关注学前儿童发展的差异性，

响应个体不同成长需求。教师面对不同性别、

性格及不同需求的学前儿童，需要关注每一位

学前儿童的发展状态，及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

式。例如，为害羞沉默的学前儿童提供参与及

表达的机会，鼓励学前儿童在展示自我的过程

中提升自信心，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最后，教

育行政部门也需持续推进幼儿园教育评价体系

改革，将评价关注的焦点放在教师课堂行为和

师幼互动过程。在评价中强调过程性质量，围

绕师幼关系这一核心要素提升幼儿园办园质

量，通过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形成一贯式教师

成长渠道，持续为幼儿园教师提供教学支持领

域的专业指导。

2.打造自由沟通环境，提升语言理解能力

接受性语言能力是师幼关系作用于自我概

念的重要媒介，良好的语言理解能力有助于学

前儿童感知教师言语的意涵，促进其形成积极

的自我认知。首先，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营造

自由交谈的语言环境。教师在幼儿园一日生活

活动中，以丰富的书籍、图片、玩具等材料为激

发学前儿童兴趣、增长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媒介，

营造积极交流的氛围，促进其言语理解，焕发其

语言表达欲望，在师幼语言互动中促进其语言

能力发展。其次，加强家园沟通合作，赋能家长

在家庭教育中提供丰富适宜的儿童语言指导。

幼儿园通过知识讲座、公益宣讲以及家长指导

等多种形式，使父母有能力、有信心在与学前儿

童的交流中引导其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提升

语言能力。最后，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整合

利用技术资源和教育资源，为学前儿童语言互

动拓展新渠道。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学前

儿童语言学习领域的优质软件与应用不断涌

现，智能语音机器人、智能交互学习机、数字博

物馆等产品和资源丰富了语言学习的渠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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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自主语言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教师

和家长应当关注语言学习的新机遇，利用数字

技术为儿童语言交流创造更多机会。

3.关注幼儿心理弹性建设，构筑心理防护网

心理弹性是个体保存积极、乐观、自信的重

要心理状态，提高学前儿童的心理弹性可以缓冲

成长过程中的消极影响，积极的依恋关系、重要

他人的榜样行为及指导是学前儿童心理弹性形

成的保护因素。首先，建立积极的依恋关系，拓

宽学前儿童发展的支持途径。资源保存理论将

个体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作为未来应对挑战的

资本，个体拥有的资源越多，未来成功应对挫折

的能力可能越强。在儿童成长的初期，通过亲密

的师幼关系、温馨的家庭氛围、多元的社会活动，

为学前儿童构建多元的心理支持路径。其次，教

师和家长为学前儿童树立积极的榜样行为。学

前儿童的行为及对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是在对

重要他人的观察及模仿基础上形成的，父母及教

师需要调试自身的情绪，展现稳定的情绪、积极

向上、勇往直前的生活品质，成为学前儿童学习

的榜样。最后，教师和家长在教育过程中把握教

育契机，引导学前儿童勇于正确面对生活中的挫

折。教师及家长通过开展诸如绘本阅读、角色扮

演、故事汇编、户外运动等多种教育活动，抓住教

育时机，促进学前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发展，勇

敢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形成积极的

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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