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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相关量表对31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中朋友支持所起的调节

作用。结果发现,性别在三变量间均差异不显著,三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朋友支持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调节

效应。随着朋友支持水平的提高,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增强。结论：朋友支持在大学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

主观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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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数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人类终极价值之一。随着积极心理

学的发展,主观幸福感受到广泛关注,指个体在评估自身生活质量的时候

依照自己设定的标准进行评定,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主观幸福

感包含认知和情感两成份,生活满意度为认知成分,情感成份包括积极和

消极两种。 

家庭是带来幸福的重要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亲密度的表

现；适应性指家庭应对外界或家庭变化时发展出的改变家庭结构、规则等

的能力。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均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个体

拥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强,则越幸福,且个体的应对方式可以较好预

测主观幸福感。 

除了家庭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社会支持也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

变量。研究发现,朋友支持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社会支持与个体

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正相关。社会支持越强,个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越高。Campbell将社会支持分成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亲戚等)三维度。

众多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各维度都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本研究拟选取

朋友支持这一维度,探究其对于家庭适应性及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大学生网上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371份,

有效问卷315份,回收率为85%。其中男性107名,女性208名,平均年龄为

21.10±1.84岁。 

1.2研究工具 

1.2.1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 

采用由费立鹏等人(1999)翻译的中文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共

30个条目,分为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量表,为五点记分,得分越高,家庭亲

密度和适应性越好。经检验量表信效度度较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和两个分

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0.91,0.83和0.83。 

1.2.2主观幸福感 

采用由Campbell et a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

表(8个题目,权重为1)和生活满意度问卷(1道题目,权重为1.1)两部分,总

分由分量表得分加权相加得来。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该量表信效度

良好,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 

1.2.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选用由姜乾金(2001)修订的社会支持量表来测定个体体会到的源于各

种社会支持的支持程度。量表共12个题目,有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如

亲戚)支持三维度。采用7点计分,1为极不同意；7为极同意,3 个分量表得

分相加为总分,总分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

总量表和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0.92、0.88、0.89和0.69。 

1.3数据处理 

使用SPSS23.0、统计软件SPSSAU以及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 

2.1主观幸福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朋友支持的描述统计 

项目
总体 性别

(n=315) 男(n=107) 女(n=208)

主观幸福感 9.16±2.37 9.75±2.25 9.54±2.43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 116.06±18.18 114.04±16.37 115.59±19.07

朋友支持 20.60±4.77 20.20±4.67 20.81±4.81
 

以性别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家庭亲密与适应性、朋友支持为因变

量,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及朋

友支持三因子上,性别主效应均不显著(F=0.52,0.58,1.18,P>0.05),即性

别在三者得分上无显著差异。 

2.2主观幸福感、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朋友支持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1 主观幸福感 -

2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 0.41
**

-

3朋友支持 0.42
**

0.31
**

-
 

对三因子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家庭亲密度

与适应性及朋友支持三者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家庭关系愈融洽的大

学生,愈容易得到朋友支持,自身幸福感得以提升；同样,大学生得到越多

朋友支持,家庭关系越和谐,幸福感越强。 

2.3朋友支持的调节作用 

采用SPSSAU软件对自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作中心化处理,即分别在两个

变量基础上减去平均值。 

模型1中,剔除调节变量朋友支持,观察自变量家庭适应性与亲密度是

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自变量具有显著性(t=8.00, p=0.000<0.05),

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3中,家庭亲密度与适应

性和朋友支持的交互项显著(t=3.09,p=0.01<0.05)。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

性对主观幸福感作出影响时,受到调节变量不同水平影响后,仍差异显著。 

使用简单斜率对朋友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深入分析,将调节变量分为

高社会支持(M+SD)、低社会支持(M-SD)两组。结果表示：在朋友支持两水

平下,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高水平：simple slope=0.15,p<0.01；低水平：simple slope=0.0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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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课程改革开放全面推进背景下,对课堂教学质量和水平进行提升也成为了当前教学工作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课堂是学生们接受

知识的主要阵地,所以课堂教学质量往往会对学生学习情况产生直接影响。在语文教育工作中采用不同模式进行教学取得的效果往往也会存在

较大差异,所以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研究也是大势所趋。基于此,本文将对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构建问题展开研究,希望对语文教学效果的提升

提供必要帮助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 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教学效果 

 

目前语文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已经逐渐成为了

重点问题,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课堂教学效率进

行关注,还需要实现教学质量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在全新的教学方案和

手段帮助下为学生营造更为健全的学习环境。但是高效的教学课堂和科学

的教学方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有效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切实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还能保证对课堂教学实践的充分应用,是学生学习质量得到提升

的必要保证。 

1 有效备课,实现课程计划的合理布置 

要想保证课程发挥显著的优势,教师备课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在这

一过程中需要教师加强对教材的深入研究,只有合理安排课程计划,才能

有效应对课堂中学生的问题,帮助学生吸收更多的语文知识。教师要想实

现教学效率的有效提升,在备课过程中要加强对以下内容的关注：首先,

对中考考纲和教学大纲的掌握。在当前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背景下,初中

考试大纲和教学大纲都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完善
[1]
。为切实提升教

学有效率比。教师需要在备课前加强对大纲的学习,从而为教学实践提供

帮助。其次,学科教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充分掌握知识体系的构建

要求,才能更为精准的掌握编书人意图,在掌握单元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设

定教学重点和课时目标。最后,对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合理应用。对于不同

的教学内容需要教师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只有教师自身是一个喜欢钻研

和学习的人,才能更为深刻的掌握教学要求和理念,最终在备课过程中实

现灵活应用
[2]
。 

2 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初中语文课堂要想实现高效课堂教学方法的应用,就需要在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进行有效培养和激发,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是最关

键的主体,因此为充分发挥教学效果,教师也应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帮助和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全面感受到学习

的重要性,只有学生充分融合在课堂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实现对语文课堂

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3]
。 

比如在对课文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课文内容学生难以理解,就需

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对学生进行帮助,引导学生转变思维,用全新的

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进行内容解读,从而在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过程中,实

现学习效果的提升,这对于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往往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

积极影响。教和学是教学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只有教师自身熟练

掌握课本中的难点和重点,才能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科学教学指

导体系,在教学内容的归类和划分下,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点的掌握。此外,

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学生智力水平也应该成为教师教学过程中关注的

重点问题,在针对性指导措施的帮助下提升学生的掌握程度,确保学生的

学习热情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3 借助多元化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初中语文大部分仍然采用传统讲述方式,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发现,此种教学方式相对比较枯燥,学生很难实现学

习兴趣的提升,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稳定开展。在此种情况下,教师就需

要借助多元化方式实现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按照

教师的思维开展学习,实现学习质量的提升
[4]
。在语文课堂的学习过程中,

教师在对学习内容进行制定的过程中通常需要进行合理化讲解,但是一些

文言文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可能产生枯燥的情绪,此种情况的出现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家庭适应性与亲密度 0.054 (8.00**) 0.041 (6.13**) 0.04 (6.05**)

朋友支持 0.162 (6.40**) 0.18 (6.98**)

家庭适应性与亲密度*

朋友支持
0.01 (3.09**)

F 值 F (1,313)=63.933**F (2,312)=56.517**F (3,311)=41.901**

△R ² 0.17 0.096 0.022

* p<0.05 ** p<0.01 括号里面为 t 值  

3 教育启示 

学校和老师方面可以通过落实与家长之间的联动策略,加强学生与家

庭的交流,提高其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在教学时尽量开展小组学习和团

队合作任务,引导和帮助学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获得更多朋友支持。大学

生自身也应持乐观心态,定期与家人联系,维持良好家庭关系；乐于交友以

获得更多支持,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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