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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研究发现同伴支持能够减轻学生的数学焦虑，但其机制不清楚。该项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同伴支持、

初中生数学焦虑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系，探讨心理弹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生活事件对这一关系的

调节作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招募安徽省淮南市一所中学600名初中生为被试，填写同伴支持量表、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学生应激源量表，根据提出的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同伴支持能

够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并经过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产生间接作用影响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

平。研究结果阐述同伴支持对初中生数学焦虑水平的直接间接影响机制，注重内在心理弹性和外在同伴

的影响，对于缓解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提高初中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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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er support can allevi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nxiety,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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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mechanism is unclear.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support,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fe events on this relationship. The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recruit 60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iddle 
school in Huainan City, Anhui Province as participants. They filled out the Peer Support Scale,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 Stress Source Scale, and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peer sup-
port can nega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mathematical anxiet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ndi-
rectly affect their level of mathematical anxie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
li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elucid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mechanism of peer support 
on the level of mathematical anxiet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xternal peers. This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level of mathematical anxiet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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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焦虑是个体所处的一种焦虑状态，它表现的是个体在学习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难题、参加数学

考试等情境下会产生紧张、恐惧、心慌等消极情绪，数学焦虑近年来一直是一个心理学热点话题(陈英和，

耿柳娜，2002)。初中生普遍存在数学焦虑，有些学生甚至出现了过度的数学焦虑(王俊山，卢家楣，2006)。
在数学焦虑的影响下，个体面对数学刺激会产生生理改变、行为异常(王凤葵，罗增儒，2002)、心理障碍

(王秀玲，2002)、策略选择甚至影响个体职业的选择(陈英和，耿柳娜，2002)。因此，探讨数学焦虑对于

初中生的身心健康调节、未来职业培养等具有促进作用。 
前人研究表明影响数学焦虑的因素包括了个体因素(Meece et al., 1990)、环境因素(Field & Lester, 2010)

和遗传因素(Young et al., 2012)，本研究注重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数学焦虑的影响，着重探讨同伴支持、

心理弹性和生活事件对初中生数学焦虑水平产生的影响。 
同伴支持是指青少年在与同伴交往的时候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温暖和接受的行为上的帮助(Wentzel et 

al., 2010)。已有研究发现，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帮助中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够接受更多的同伴支持的中

学生会在数学学习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李嘉欣等，2022)。相关研究发现，同伴支持是影响数学焦虑的

外部环境因素，其在缓解学生焦虑情绪上发挥了保护作用(Monteiro et al., 2017)。研究发现同伴支持能够

积极缓解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高同伴支持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同伴的帮助，进而拥有较低的数学焦虑水

平(Walker & Verklan, 2016)。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同伴支持能够从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一项研究表明(王丽平等，2019)，接受同伴支持指导的脑卒中病人主要照顾者在心理弹性等方面得分显著

高于未接受同伴支持的对照组。这表明同伴支持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也可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

量。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还可以适应且积极面对的能力。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显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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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测了考试焦虑，高心理弹性的学生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有较低的焦虑水平(徐朝飞，2018)。研究显示，

同伴支持和心理弹性之间互相影响，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提升个体的心理弹性。而心理弹性高的学生在

面对困难时，更能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学习上的问题，这也包括了数学焦虑(姚康，2020)。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心理弹性在同伴支持和数学焦虑水平之间起到了间接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刘恋，

2013)，心理弹性和生活事件两个因素与情绪有显著的相关性，同时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的模

型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张红坡，2015)，这表明生活事件可能在同伴支持和心理弹性之间存在相关关

系。 
生活事件是指发生的可能影响个体心理并进一步损害身体健康的情境和事件(黄秦等，2021)。有研究

发现，生活事件对焦虑情绪有一定影响(朱丽雅，2008)。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源，可以通过影响个

体的社会支持系统间接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生活事件可以促进个体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同伴支

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陶雨春等，201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生活事件在“同伴支持→心理

弹性→数学焦虑”前半段路经起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较少关于同伴支持、心理弹性、数学焦虑和生活事件四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章。较少学者

深入研究四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拟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探索同伴支持、心理弹性、

生活事件对数学焦虑的影响机制，探讨因素之间的像素作用，填补相关领研究的不足之处，为从同伴、

心理弹性、生活事件等角度缓解初中生数学焦虑，开发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适

应能力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使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安徽省淮南市某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所得有

效问卷 572 份，回收问卷率达到 95%。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各年级学生人数分布为：初一 156
人，初二 214 人，初三 202 人，男生 246 人，女生 326 人，所有学生的平均年龄 13.92 ± 0.90 岁。所有被

试自愿参与施测，施测结束后我们将给予被试一定的礼物奖励。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支持量表 
采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赵磊磊编制的同伴支持问卷(赵磊磊，2019)进行施测，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问卷的适用对象是中学生。该问卷有两个维度分别是情感支持和消息支持，在情感支持维度包括了情感

体验和情感关怀两个因子，情感体验和情感关怀主要是指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同伴的理解、

尊重和认同等；在消息支持维度包括了信息共享和决策支持因子，信息共享和决策支持主要是指在与同

伴交往中接收到的来自同伴的知识和信息，和遇到问题时接受到的来自同伴的建议和指导。其中情感支

持主要包括 1，2，4，5，6 共 5 题，消息支持主要包括 3，7，8，9，10 共 5 题。根据 5 分制度的问卷评

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的个体感受到的同伴支持程度越高，其中第二题“当和我

的同学在一起时，我仍感到自己是孤立的”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8。 

2.2.2. 心理弹性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胡月琴和甘怡群两人共同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胡月琴，

甘怡群，2008)进行施测，量表本身高信效度，适用于中学生。这个量表包括两个方面：个人能力和支持

力。个人能力方面涵盖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三个因素。目标专注主要是指个体在进行目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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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的专注程度，情绪控制主要是指个体在应对多种情境下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积极认知因子主要

是指个体对事物在认知方面上的积极的看法；在支持力维度包括了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家庭

支持和人际协助主要是指个人从家庭和其它人际关系中获得的支持资源。其中个人力主要包括 1，2，3，
4，5，10，11，13，14，20，21，23，24，25，27 共 15 题，支持力主要包括 6，7，8，9，12，15，16，
17，18，19，22，26 共 12 题。根据 5 分制度的问卷评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的

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对抗挫折的能力越强，问卷中的 1，2，5，6，9，12，15，17，21，26，27
题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9。 

2.2.3. 数学焦虑量表 
采用的是吴明隆所编织的数学焦虑量表(吴明隆，2003)中的考试焦虑和课堂焦虑维度进行施测，高信

效度，适用于中学生。该量表有两个维度分别是考试焦虑和课堂焦虑，考试焦虑主要是指个体在数学考试

的时候感到焦虑的状态，课堂焦虑维度主要是指个体在上数学课时所感的焦虑。其中考试焦虑主要包括1，
2，3，4，5，6，7，8 共 8 题，课堂焦虑主要包含 9，10，11，12，13 总共 5 题。根据 5 分制度的问卷评

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的个体不仅会在数学考试时感到更焦虑，也会在数学课堂

上有高焦虑水平。问卷中的 10，11，12 为反向计分方式。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5。 

2.2.4. 生活事件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是陈树林教授和郑全全教授两人共同编制的中学生应激源量表(郑全全，陈树林，1999)

进行施测，量表本身高信效度，适用于中学生。这份量表涵盖自我身心压力、家庭环境压力、同学朋友

压力、学习压力、父母教养压力、教师压力、、社会文化压力七个因子，一共有 39 题。根据 5 分制度的

问卷评分(1 = 没有影响，5 = 极重度影响)，得分越高的个体受生活事件影响程度越大。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7。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者是拥有专业训练的应用心理学本科生。在研究开始前已经获得被试学生知情并且同

意，被试学生均自愿回答，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分发问卷。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座谈会等，

并辅以观察法。其中问卷包括：数学焦虑问卷、同伴支持问卷、心理弹性问卷、中学生应激源问卷，问

卷全部都是单选题，采取纸笔施测的方式，均选择在自习课时间里完成问卷的施测，学生精神状态较为

轻松，每份问卷测试时间为 8 分钟左右，在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共同帮助下，研究者告知被试学生指导语，

学生认真作答，不脱离实际情况。问卷回答结束后当场回收问卷。 
本研究使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运用的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

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等，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

介作用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显示，共计有 22 个因子的特征值

大于 1，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7.57%，小于 40%，这一现象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同伴支持、数学焦虑、心理弹性、生活事件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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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结果发现，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弹性表现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和数学

焦虑之间表现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与同伴支持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数学焦虑

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Statistical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each variable description (n = 572)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n = 572) 

变量 M SD 1 2 3 4 

1.同伴支持 25.53 11.98 1    

2.心理弹性 59.59 34.43 0.58** 1   

3.生活事件 29.75 39.80 −0.22** −0.31** 1  

4.数学焦虑 26.11 18.01 −0.25** −0.47** 0.31** 1 

注：(1)*p < 0.05；**p < 0.01。 

3.3. 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分析 

同伴支持、心理弹性、数学焦虑三个变量之间呈显著相关，满足中介作用检验要求。本研究为了深

入探讨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忠 Model (Model 
4 为简单中介模型)进行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同伴支持作为自变量，数学焦虑作为因变量，心理

弹性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Bootstrap 法执行 5000 次重复抽样，并设定置信区间为 95%，在控制性别和年

级的情况下，检验心理弹性在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
tween peer support and mathematical anxiety 
图 1. 心理弹性在同伴支持和数学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表 2 所示，在加入中介变量前，同伴支持对数学焦虑的直接路径显著(β = −0.28, p < 0.01)，假设

1：同伴支持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成立；将心理弹性纳入回归方程后，同伴支持对心理弹性的

直接路径显著(β = 0.43, p < 0.01)，心理弹性对数学焦虑的直接路径显著(β = −0.65, p < 0.01)，表明心理弹

性在同伴支持和数学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假设 2：心理弹性在同伴支持和数学焦虑之间起中介作

用成立；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同伴支持对数学焦虑的直接路径不再显著(β = 0.03, p > 0.05)。因此，心理

弹性在同伴支持对初中生数学焦虑的预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见，在这一中介模型中，除了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以外，心理弹性在同

伴支持和数学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达到了显著水平。同伴支持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 90.32%。因此同

伴支持除了直接影响初中生数学焦虑，还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数学焦虑。 
其次，研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中的 Model7 (Model 7 假

设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理论假设模型一致)，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后，以心理弹性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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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equations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显著性 整体拟合指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R R2 F 

心理弹性 同伴支持 0.43 16.77** 0.60 0.36 104.75 

数学焦虑 同伴支持 −0.28 −6.21** 0.25 0.06 38.56 

数学焦虑 同伴支持 0.03 0.65 
0.52 0.27 52.81 

 心理弹性 −0.65 −10.10**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量 

路径 效应值 占总效应比例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同伴支持–心理弹性–数学焦虑(间接效应) −0.28 90.32% −0.35 −0.22 

直接效应 0.03 9.68% −0.06 0.12 

总效应 −0.25 100% −0.33 −0.16 
 

变量，受生活事件的影响为调节变量建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生活事件放入模型后，同伴支持与生活

事件的乘积项对数学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19, p > 0.05)，说明生活事件在同伴支持对心理弹性

的预测中不起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同伴支持对数学焦虑的影响，检验分析了心理弹性在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之间的中介

作用，结果表明同伴支持能够直接影响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也能够发挥心理弹性对数学焦虑产生的

中介间接作用。 
本研究发现，同伴支持与数学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李嘉欣等，

2022)。对于在校初中生来说，同伴关系作为学生幸福感体验的重要来源(Tomé et al., 2014)，在同伴群体

中的接纳能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同伴支持，产生良好心态，帮助他们更好面对挑战，以同学同伴提供的

支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互帮互助的学习同伴支持氛围下初中生可以更好去应对数学问题，即使

遇到了困难，在同伴的帮助下可以去解决问题，对数学问题的畏难情绪便会降低，从而以更加平和的心

态去应对数学焦虑。 
本研究发现，同伴支持能够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数学焦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以

往研究表明，同伴支持能够通过提高学生的数学态度来降低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张傲雪等，2021)，研究

发现通过一种叫做同伴辅导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建立数学韧性(Walker & Verklan, 2016)，可以有效降低学生

的数学焦虑水平(Masoud & Farah, 2011)。根据弗雷德里克森所创建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良好的人

际关系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不仅增加了个体的应对资源，同时也增加了心理弹性。学生与同伴之间的积极

互动和支持越多(Tomé et al., 2014)，同伴依恋的质量越高，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就越高(刁华等，2020)。
在面对挫折时，拥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学生有更多的同伴资源可以作为重要的缓冲机制(姚康，2020)。心理

弹性较高的学生能够在考试焦虑的情境下调整自身的状态，恢复正常状态，找到正确的方法去面对焦虑

情绪，同时也会积极寻求外部资源最终降低数学焦虑。相反，心理弹性较低的学生在各个方面都较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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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有利资源应对困难，数学焦虑难以得到有效的降低。 
本研究还发现假设 3：生活事件在“同伴支持→心理弹性→数学焦虑”前半段路径起调节作用不成

立。收集数据分析发现，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量表的题目数量较大，而生

活事件量表靠后，被试容易产生疲劳效应。第二，被试来自一所农村中学，其中大部分初中生都是留守

儿童，而留守经历并非正性的生活事件，可能会影响生活事件的数据整体偏高。第三，被试数据较少，

难以形成显著的数据。 
本研究结果为初中生数学焦虑的有效干预提供了以下启示：鼓励合作学习，共同面对数学难题。同

伴之间的合作学习被证明能够有效较少学生的数学焦虑(Masoud & Farah, 2011)，开展同伴互助小组帮助

数学焦虑水平高的学生降低焦虑水平。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提高心理弹性水平。有研究发现团体心理辅

导可以有效提高初中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初中生情绪弹性对学校适应的干预效果)，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团体

心理辅导活动，帮助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学生的心理弹性，从而降低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被试抽取较少，仅抽取了一所农村初中的被试，研究成果的

普及度较低，未来将会采用不同地区、阶段的学生进行取样调查。其次，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未来将会采用更多方法进行调研。最后，研究仅停留在理论部分，后续可以展开干预数学焦虑的水平的

研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 

5. 结论 

1) 同伴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2) 同伴支持可以经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预测初中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3) 生活事件对本研究中介模型的前半路经调节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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