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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前后测的问卷研究方法，随机抽取参与日慈公益基金会自

主研发的《积极关系包》课程的 400 名学生进行课程效果评估。结果显示，《积

极关系包》对学生友谊质量的提升影响不太明显，但却提升了学生的同伴接受水

平，并且降低了学生之间同伴拒绝情况的发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同伴接受

水平上，不同性别、年级和留守情况的学生均能从该课程中获益，课程对六年级

学生在同伴接受水平上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同伴拒绝水平上，不同性别、年级和

留守情况的学生在课程实施后，同伴拒绝的情况都有所减少，且课程对六年级学

生和留守学生在同伴拒绝水平上的影响更为显著。学生们表示，该课程帮助他们

增强自信，学会表达自己，能够站在他人立场看待问题，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

并收获了友谊。与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达到 8.41 分（满分 10 分），

表明他们对《积极关系包》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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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阶段是人际关系形成的最初阶段，也是重要阶段。人际关系影响人的性

格、情感、快乐、幸福、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同时，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

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维持起来的。交友的能力如果在童年时

代没有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发展，将影响儿童进入年和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如果小

学阶段没有形成良好的交友能力，出现交往异常或障碍，如不及时疏导与矫正，

进入青春期后，内心的矛盾冲突增加，身体心理急剧变化，个体可能会产生更为

严重的心理困扰和危机，甚至可能酝成日后难以挽救的心理障碍和疾病，伤害自

己并危及家庭和社会（兰春，2000）。此外，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学校人际关系与

其学校适应及学习成就关系密切。学生与老师、同学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利于学习能力的发挥（屈智勇，邹泓，王英春，2004），以及学习成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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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芳,李雁杰,张胜良等，2002）。

日慈公益基金会自主研发的心智素养课程《积极关系包》以4—6年级学生

的同伴关系为主题，探讨如何建立友谊和解决冲突，旨在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帮助他们收获积极关系，幸福快乐地成长。课程包采用游戏、绘画、活动参

与等多种体验形式为孩子们提供由体验--感受--启发---感悟的转变。基于此，

本研究随机抽取部分参与《积极关系包》课程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积极

关系包》是否能帮助他们提升人际关系。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抽取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63份，问卷有效率为91%，具体

样本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 1.样本分布情况

人口统计学

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性别
男 188 51.8%

女 173 47.7%

年级
五年级 301 82.9%

六年级 62 17.1%

留守情况
留守 78 21.5%

非留守 280 77.1%

总计 363 100%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问卷法。问卷由《友谊质量问卷》和《同伴关系量表》组

成。其中《友谊质量问卷》分六个维度，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

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与背叛和冲突解决策略；《同伴关系量表》包括两

个分量表，同伴接受和同伴拒绝。问卷共32题，按5级计分，1表示很不符合，2

表示比较不符合，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很符合。量表得分越高，

表明其友谊质量水平和同伴关系水平越好。本次施测的前测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后测 Cronbach α系数为0.93，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除量表之

外，后测问卷中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该课程的满意程度给课程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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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10分），同时回答一道陈述性问题，阐明自己在该课程中的感想与收获。

2.3研究过程

在开课之前，由受过培训的教师统一发放问卷，实施前测。待结课一周之内，

实施后测。问卷统一回收后，日慈志愿者将数据录入电子文档，之后日慈评估人

员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研究结果

3.1课程满意度分析结果

通过对后测问卷中课程满意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该课

程的满意度达到8.41分（满分10分），表明该课程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与喜爱。

3.2友谊质量总体分析结果

《友谊质量问卷》包括六个维度，其中在冲突与背叛维度上，计算友谊质量

总分时，对其采用反向计分的方式。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友谊质量问卷》的

总体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略低于前测得分，但并未达

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F = 0.012，p >0.05）。这说明在参加《积极关

系包》课程后，学生的友谊质量没有明显变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性别、

年级和留守情况的学生的友谊质量都没有明显变化。

表 2.友谊质量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前测 66.74 13.09
-0.06

后测 66.68 13.79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3.2.1各维度分析结果

《友谊质量问卷》分六个维度，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

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与背叛和冲突解决策略。通过比较学生在前后测问卷中各

维度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在参与《积极关系包》课程后，学生在肯定与关心

和亲密袒露与交流以及冲突与背叛这三个维度上，后测得分高于前测得分，且在

肯定与关心和冲突与背叛这两个维度上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肯定

与关心，F = 12.88，p<0.001；冲突与背叛，F=5.75，p<0.05）；其它维度上后

测得分略低于前测得分，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在课程



让孩子智慧有爱，乐享人生

结束后，学生彼此之间的肯定与关心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而随着学生之间亲密

交往的增加和交流的增多，冲突也较之前有所增长，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如何帮助

学生掌握冲突解决的策略。

表 3.友谊质量各维度得分情况

维度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肯定与关心
前测 10.24 2.87

0.50***
后测 10.74 2.83

帮助与指导
前测 10.72 3.24

-0.09
后测 10.64 3.32

陪伴与娱乐
前测 11.87 2.72

-0.19
后测 11.69 2.91

亲密袒露与交流
前测

后测

10.67

10.79

3.30

3.22
0.12

冲突与背叛
前测

后测

5.68

6.00

2.42

2.61
0.32*

冲突解决策略
前测

后测

10.92

10.83

3.00

3.13
-0.09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注：为了更便于读者理解，此处在冲突与背叛维度上不采用反向计分。

图 1.友谊质量各维度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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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伴接受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同伴关系》量表中同伴接受这一维度的得分情况，

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高于前测得分，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

显著性差异（F=3.14，p>0.05）。这说明在参加《积极关系包》课程后，学生的

同伴接受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留守情况的学生的

同伴接受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虽然六年级学生的同伴接受水平较之五年级学生有

显著提高，但并不能代表年级之间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授课教师和班级情况造

成的。

表 4.同伴接受水平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前测 19.15 4.07
0.30

后测 19.44 4.24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3.4 同伴拒绝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同伴关系》量表中同伴拒绝这一维度的得分情况，

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低于前测得分，且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性差异（F=6.08，p<0.05）。这说明在参加《积极关系包》课程后，学生的同伴

拒绝情况显著减少，同伴关系明显变好。

表5.同伴拒绝水平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前测 17.13 6.60
-0.65*

后测 16.49 6.70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注：为了更便于读者理解，此处在同伴拒绝维度上不采用反向计分，分数越少，同伴拒绝越少，

同伴关系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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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同伴拒绝水平总体得分情况

3.4.1按性别分析结果

以性别为解释变量，通过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前后测与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03，p>0.05）。进一步的简单

效应分析显示，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均低于前测问卷,但并未达

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少(男生，F=2.73，p>0.05；

女生，F=3.31，p>0.05)。总体来看，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同伴拒绝

的情况都有所减少。

表 6.不同性别学生同伴拒绝水平得分情况

性别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人数

男
前测 17.37 6.21

-0.60 188
后测 16.76 6.72

女
前测 16.83 4.04

-0.70 173
后测 16.13 4.28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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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不同性别学生同伴拒绝水平得分情况

3.4.2按年级分析结果

以年级为解释变量，通过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前后测与年级的交互效应显著（F=5.96，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

应分析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均低于前测问卷，且六年级学生

前后测得分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五年级，F=1.50,p>0.05;

六年级，F=13.64,p<0.001）。虽然六年级学生的前后测得分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

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但并不能代表年级之间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授课教师和班

级情况造成的。

表 7.不同年级学生同伴拒绝水平得分情况

年级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人数

五年级
前测 17.47 6.88

-0.36 301
后测 17.11 6.97

六年级
前测 15.53 4.80

-2.06*** 62
后测 13.48 4.0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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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同年级学生同伴拒绝水平得分情况

3.4.3按留守情况分析结果

以留守情况为解释变量，通过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前后测与留守情况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66，p>0.05）。进一

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不同留守情况的学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均低于前测问

卷，且留守学生的前后测得分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留守，

F=5.76，p<0.05；非留守，F=2.23，p>0.05）。这说明不同留守情况的学生在课

程结束后，同伴拒绝的情况都有所减少，课程对留守学生在同伴拒绝上的影响更

为显著，可能留守学生从课程中受益更大。

表 8.不同留守情况学生同伴拒绝水平得分情况

留守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人数

留守
前测 17.23 5.74

-1.28* 78
后测 15.95 5.58

非留守
前测 17.13 6.86

-0.45 280
后测 16.67 7.02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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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不同留守情况学生同伴接受水平得分情况

3.5质性数据分析结果

学生在后测问卷中阐述了对《积极关系包》课程的感想以及它对自己的帮助。

通过对学生的表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发现，课程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学生有很大

的帮助：

（1）增强自信，勇于表达（“我在这个课堂上能单独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我

比以前更加勇敢了”“我比以前更加开朗了，我能够更好地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了”）；

（2）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我学会了用‘我信息’表达，有一次我弟弟把我的

作业给撕了，我想说他，这时我想到了‘你’信息和‘我’信息的区别，我就用

‘我’信息说他，他没有很伤心还对我说他以后不会了”“我学会了多说甜甜话，

身边的人和我都很快乐”“我知道了在别人说话时，要积极倾听”）；

（3）学会站在他人立场看待问题（“我知道了当我们站在自己的视角观看事物时，

就只能获得片面信息，如果能够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会获取更全面的信

息”）。

（4）收获友谊（“和班上同学的关系越来越好，有很多同学帮助我了”“让我在

班上有了许多朋友，很多人都愿意和我说话了”“我们会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协助，

在学习上共同进步”）

4.结论

《积极关系包》课程开展后，学生的友谊质量水平和同伴接受水平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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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但同伴拒绝情况显著减少，同伴关系明显变好。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友

谊质量水平上，学生彼此之间的肯定与关心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而随着学生之

间亲密交往的增加和交流的增多，冲突也较之前有所增长，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如

何帮助学生掌握冲突解决的策略；在同伴拒绝水平上，留守学生的同伴拒绝情况

显著降低，从课程中受益更大。学生们表示，该课程帮助他们增强自信，学会表

达自己，能够站在他人立场看待问题，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并收获了友谊。与

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达到8.41分（满分10分），表明他们对《积极关

系包》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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