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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刘 霞**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 875 )

摘 要 采用整班联系 !自愿参加的方式 ,通过匿名方式对北京市 1552 名流动儿童施测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问卷 !积极/消极情

感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 !内群体认同测验与群体地位感测验 ,探讨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内群体

认同感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1)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内群体情感认同及群体

地位感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与内群体认知认同之间相关不显著" (2) 个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 ,并通过降低流动儿童的群体地位感 ,进而间接地负向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3 )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 童的主

观幸福感也存在直接显著的消极影响 ,并同时借助于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 , 以及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双靛中介作

用 ,间接地降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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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 5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 10 6的数据显

示 ,我国 14 岁以下流动儿童已达四千多万 , 且存在

逐年增长趋势 "关注流动儿童的心理与行为适应 !

有效保障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 , 已成为越来越多研

究者考察的热点问题 "但回顾 已有文献发现 , 目前

研究者主要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消极结果 , 如

问题行为 !负性情绪等 ,对于其心理发展的积极方面

(如主观幸福感等)缺乏充分的关注和探讨 "主观

幸福感反映了个体对其生活境况的总体评价 ,是体

现个体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 ,包括积极情感 !

消极情感 !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王瑞敏 ,邹乱 ,201 0 ) "

关注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探讨影响流动儿童主

观幸福感的危险性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 对于深人

揭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 !完整理解流动儿童

的心理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

在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诸多因素中 ,歧视

知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性因素 ,并且受到越来

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刘霞 , 赵景欣 ,师保国 , 201 1; 申

继亮 ,2009 ;邢淑芬 , 刘霞 , 赵景欣 , 师保国 , 201 1 ) "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而言的一种主观体

验 ,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

性别 !种族 !出生地区或者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

别的对待 ,这种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 ,也

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

(刘霞 , 赵景欣 , 师保国 , 2011 ;paseoe & Riehm an ,

200 9 ; To m , 200 6 ) "研究表明 ,流动儿童在学校 !社

会等方面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受歧视现象 , 近四分

之一的流动儿童因受歧视而自卑(何桂宏 ,2009 ) ;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 ,流动儿童对社会排斥或受歧视经

历的体验日益强烈 , 歧视知觉成为其心理发展最突

出的危险性因素之一(申继亮 , 200 9) ;高水平的歧视

知觉不仅会降低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价值感 ,也

会增加其消极情感体验(刘霞 , 申继亮 ,2009 ,2010 ) "

从社会现实来看 ,流动儿童作为第二代城市移民 ,他

们对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远远高于其父母一代 ,

歧视知觉会使其变得退缩 !不自信 ,也容易导致一系

列的外部问题行为 ,甚至对周围人 !对社会产生敌意

(邹乱 , 屈智勇 , 张秋凌 , 2004 ) "总之 ,歧视是对流

动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 , 关注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对于有效保障流动儿童群

体的健康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

过去三十多年 ,研究者对歧视知觉与个体心理

健康(如幸福感 !情绪体验等)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

实证研究 ,并得出了一些有争议的结论 "大部分研

究发现 ,歧视知觉对个体的心理发展存在消极的作

用(C ro eker & M aj or , 1989 : Coker, Elliott, Kanouse ,

G ru n b a u m , S e h w e b e l , G illila rl(l, e t a l. , 2 0 0 9 ; M e -

seh , Turjem an , & Fishm an , 2008 ) ,但也有一些研究
发现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负

性相关关系 "例如 , Tom (2006 )通过对 8 项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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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顾发现 ,仅有 3 项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与自尊及

情绪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其他研究没有发现显著

性相关关系 "Co m ing (2002 )通过研究也发现 , 歧视

知觉与个人自尊和集体自尊的相关均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这提示 ,在歧视知觉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可

能存在多种加工过程 ,这些加工过程在方向上存在

差异 ,从而使得各自的影响效应相互抵消 "为解释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各种影响作用 , Bra ns co m be ,

Sehm itt和 H arv ey(1999 )从消极和积极双重加工的

角度提出了一个整合的观点 , 即拒绝认同模型(R e-

jection 一identifieation m odel) "该理论认为歧视知觉

不仅会直接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也会通过提

高个体的内群体认同感 ,缓解歧视知觉对个体心理

健康的消极影响 ,从而产生间接性的积极作用 "Le -

on ard el h 和 T0rm al a( 200 3)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

认为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地位感

的中介作用 ,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 ,个体更容易感到

自己群体遭受到了拒绝与排斥 ,从而降低心理健康

水平 "

目前 ,拒绝认同理论已在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等

研究中得到了大量支持 ,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群

体成员身份无法改变的弱势群体 , 例如黑人儿童等 ,

流动儿童的群体成员身份是其所属的流动人 口身

份 ,存在很大的可变性 ,这种不同属性的群体成员资

格可能会影响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因此 ,有必要专门针对该群体展开探讨 "此外 , 以往

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水平的歧视知觉 ,关于群体歧视

知觉的作用机制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内群

体认同感的考察 ,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整体水平 ,没

有考虑到对内群体的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可能在其

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这些都不利于深人理解歧视知

觉的作用机制问题 "

鉴于上述思考 , 本研究从歧视知觉的个体和群

体两个水平出发 ,考察不同水平的歧视知觉对流动

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内群体情感

认同 !认知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为

深人揭示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

制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

2 方法

2 .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 !自愿参加的方式 , 从北京市海

淀 !昌平 !朝阳五年级至初二共 55 个班级选取流动

儿童 1552 名 ,经筛选后有效被试为 1350 名 ,所有被

试的年龄分布在 ro 一15 周岁之间 , 平均年龄为

13 .01 岁 "其中 , 打工子弟学校 904 人 (女 450 , 男

47 4 ) ,公立学校 44 6 人(女 199 ,男 24 7 ) ,五年级至初

二分别为 383 !323 !349 !295 人 "筛选被试的标准

为:对问卷认真作答;父母没有离异;父母没有任何

一方去世 ;儿童自身没有残疾 ;非北京出生 "
2 .2 研究工具

2 .2.1 歧视知觉

包括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方面:

(l)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由流动儿童在学校和社会

生活领域中经历的典型歧视事件组成 (刘霞 , 申继

亮 ,2010 ) ,共计 20 个条目, 5 点计分 , 由被试判断这

些事情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频率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 nb ac h a 系数为 .87 "(2) 群体歧视知觉问卷 :用

于考察流动儿童知觉到的其群体在与城里人交往过

程中被歧视的严重程度(刘霞 ,申继亮 ,20 10 ) "共计

12 个项目 ,5 点计分 , 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流

动儿童群体中的频率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 nb ac h

a 系数为 .77 "
2.2.2 个体主观幸福感

包括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两

个工具:(l)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采用陈文锋 !张建

新(2004 )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考察 ,包

括 14 个项目,4 点计分 "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情感

分量表的 Cro nbaeh a 系数分别为 .76 和 .73 " (2 )

生活满意度:采用 H ue bne r(19 91) 编制的学生总体

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 ,共 7 个项 目, 5 点计分 , 得分

越高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 ro nbach a 系数为 .65 "

2.2.3 内群体认同

采用群体认同测验青少年版(Phi nne y , 19 92 ) ,

该测验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群

体 ,包括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两个方面 "本研究根

据流动儿童的群体特点 ,对个别文字表述进行调整

(申继亮 , 20 09 ) "测验共计 12 个项 目, 6 点计分 "

本研究中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两个维度的 Cro nbac h

"系数分别为 .77 和 .63 "
2 .2 .4 群体地位感

参考 Le onard elli和 Torm al a(2003 )的研究 ,采用

公众集体自尊分量表(Luhtanen , 1992)进行测查 ,考

察个体感知的他人对自己群体的积极评价及尊重程

度(申继亮 , 2009 ) "包括 4 个项 目, 6 点计分 , 分数

越高表示个体的内群体地位感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 nbaeh "系数为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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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

差效应 ,因此 ,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 (周浩 ,龙立荣 ,

2004 ) , 重点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 ,具体包括:( l) 选

用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 , 以尽可能

减少由于问卷法的局限性给研究结果带来的不利影

响;(2 )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 "由主试在施测时

按照座位顺序分发和收集问卷 ,施测完成后再进行

编号 ,不需要被试填写姓名 , 以保护反映者的匿名

性 ;(2) 对测量进行时间上的分离 , 内容相似的问卷

分开进行施测 ;(3) 对不同问卷的指导语 !计分方式

等进行适当的变换 ;(4) 部分条 目使用反向题 ;(5)

使用两套问卷 以平衡变量在施测过程中的呈现顺

序 "数据收集完成后 ,进一步采用H ~ an 单因子检

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4 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巧.62 % ,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

不明显 "2.4 研究程序

由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

试 ,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 !问卷内容以及施

测注意事项的培训 "具体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 , 每班 由两名主试负责 , 当场收 回问卷 "采用

SPSS18.0 和 A m osl7.0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

3 结果

3.1 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与主观幸

福感各变量 !内群体情感认同及群体地位感之间均

存在显著性相关 , 与内群体认知认同相关不显著 "

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与主观幸福感各变量

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 , 内群体认知认同主要与积极

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内群体情

感认同 !认知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性

相关 "结果见表 1 "
表1 本研究各观测变, 间的相关分析

M (SD )

oo

oo24

0014二

0qfa0 nl,!01

oo犯353032

1 个体歧视知觉

2 群体歧视知觉

3 积极情感

4 消极情感

5 生活满意度

6 内群体情感认同

7 内群体认知认同

8 群体地位感

2.48 (.6 7 )

2.30 (.65 )

3.02 (.54 )

2.26 (.6 2 )

3.04 (0 .7 1)

4.4 1(1.(X) )

3.73 (.99 )

4.47 (1.02 )

oo

5 8 中巾章

34 . 向.

39 申中 ,

33 巾- ,

19 中.

0 7

4 0 二

1. 00

一 2 9

.4 3

0 8

5 2 ,

2 8

2 1

30 二 申 一 3 1 二 中 .2 2 命巾巾 .4 0 甲二 2 4 ,

注: .p < .05 ; .申p < .01 ,下同"

3.2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析结果可见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积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控制人口学变量下个体 极情感(月值分别为 一 20 !一 20 )和生活满意度(口

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 值分别为 一23 !一 16) 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用 "分析步骤为:第一层采用强迫进人法纳人学校 对流动儿童的消极情感(p 值分别为 .31 !.18) 存在

类型 !年级和性别变量 ,第二层采用逐步回归法纳人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 ,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变量 , 结果见表 2 "由回归分 觉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消极的影响 "
表2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t 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总体生活满意度

口 vR Z 月 v尺2 刀 v几2

000116

l200.23 ro.l6.

一!q,q,乙n-,-

13*l0004..8.*

080314

--020200804

B loc k l

学校类型

年级

性别

B loc k Z

个体歧视体验

群体歧视知觉

总体 护

3.3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由于本研究涉及多个变量 ,且多个变量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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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相互关系 ,为从更加整合的角度反映各个变量

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里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

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见

图 1) "此外 , 前面相关分析显示 , 内群体认知认同

与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 不

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要求 , 因此下面的模型分析将

不再纳人认知认同这一变量 "模型评估的拟合指标

为犷/df , -FI ,TLI 不刀和丑用店石减"
模型拟合指数显示 ,x , /df = 7.8 , 刀刀= .% !IFI

二.% !Tu =.90 !c刀= .% , 五用巧石摊二.07 6 ,除犷/df
因易受被试量影响略大外 ,其它各项拟合指数均达

到可接受的范围 "由图 1 可见 ,个体歧视知觉对流

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月二一36 ) ,并通过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间接消

极地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 中介效应量为

一 03; 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也存
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刀= 一 22 ) ,并同时借

助于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内群体情感认同和

群体地位感的双重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主

观幸福感 ,中介效应量分别为 一 08 和 一 02 "通过

比较进一步发现 , 相比起在个体歧视知觉与主观幸

福感之间的中介影响(中介效应量 一03 ) ,群体地

位感和内群体情感认同的中介影响主要体现在群体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中介效

应量共 一 10 ) "

III群体歧视知觉觉

...积极情感感

消消极情感感

##########生活满意度度,, 群体地位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图 ,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4 讨论

关于歧视知觉对个体心理发展的消极作用 , 已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弱势群体 中得到证实( Bra ns -

eom b e et al . , 1999 ; Le onardelli et al . , 2003 ; T om ,

2006 ) "本研究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对群体成员身份

相对可变的流动儿童进行考察 ,所得结果进一步证

实了歧视知觉的危险本质 "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个

体指向还是群体指向的歧视知觉 , 均对流动儿童的

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 , 即随着歧视知觉

的增加 ,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体验逐

渐减少 ,消极情感体验则逐渐增多 "此外 ,与对积极

情感 !总体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结果的贡献性相

比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消极情感的预

测作用更强 ,这提示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

感的危险本质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其消极情感的增强

方面 ,歧视知觉会使流动儿童进一步认识到 自己所

在群体的不利处境 ,从而引发一系列消极情感体验 "

鉴于此 ,在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与提升中 ,

不仅要帮助流动儿童正确识别与看待这些歧视 ,还

要重视对因歧视知觉而引发的消极情感进行疏导与

干预 "

考察歧视知觉对心理适应结果的内在作用机

制 ,一直是研究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当前 , 研究者

已经由从单一角度探讨歧视知觉对心理适应的作用

机制 ,转向从更加整合的角度来考察歧视知觉的多

重影响效应 "基于这一思路 , Branseom be( 1999 )等

人提出了较有影响力的歧视知觉双加工理论 ) 拒

绝认同模型 "该理论认为 , 歧视知觉可能会导致两

种相互矛盾的效应:一方面 ,歧视知觉会提高个体的

内群体认同感 ,并进一步缓解歧视现象对主观幸福

感等心理适应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 ,歧视知觉也使



得个体进一步感知到自己所在群体的不利地位 ,从

而降低心理健康水平 "拒绝认同理论已经在种族 !

性别和年龄歧视知觉研究中得到证实 (刘霞 , 赵景

欣 ,师保国 , 201 1) ,但考虑到我国文化背景的不同及

流动儿童群体成员身份的特殊性 , 本研究对歧视知

觉与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机制进行了进一步

的分析探讨 "

本研究发现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不仅对流动

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消极影响路径 ,

而且还会通过降低流动儿童的群体地位感 ,使其进

一步感知到所在群体的弱势地位 ,从而导致主观幸

福感的降低 "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Bra ns -

eom be et al. , 1999 : Tom , 2006 ) ,进一步表明了群体

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重要中介

地位 "关于内群体认同的中介地位 , 本研究结果与

拒绝认同理论的最初假设表现出一定差异 "本研究

发现 ,仅内群体情感认同在流动儿童的群体歧视知

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一定的中介影响 , 内群体

认知认同不存在中介影响 "此外 ,随着群体歧视知

觉的增加 ,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情感认同并没有

增加 ,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存

在差异 "如何看待这些结论的不一致呢?

首先 , 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群体自身的特殊性有

关 "对于群体成员资格无法改变的群体来说 , 例如

受歧视的黑人群体 , 他们无法通过改变群体成员资

格来改变外界的歧视 , 只能通过提高 自己对所在群

体的认同 ,从所在群体中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及归

属感 ,来应对外界歧视带来的伤害 "但是 ,通过提高

内群体认同来应对外界歧视只是一个暂时获益的过

程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现象本身 ,而且从长远

来看 , 内群体认同的提高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敌

视态度 ,导致更多的受歧视体验 "对于流动儿童来

说 ,其 /流动身份 0只是某一时间段内的群体成员资

格 ,具有很大的可变性 ,这种群体成员资格的暂时性

和可变性 ,一方面可能导致流动儿童较难形成很强

的内群体情感认同 , 另一方面 ,即使形成了一定的情

感认同 , 由于这种认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本

身 ,而且还可能带来长远的损失 , 因此 , 当歧视知觉

越高时 , 流动儿童可能越希望尽快摆脱所属群体 ,从

而造成情感认同越来越低 "其次 , 以往研究主要从

整体水平上测查歧视知觉和内群体认同 ,没有进一

步区分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以及群体情感认同和认

知认同 ,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变量之间关

系模式的差异 "鉴于此 , 后续研究在考察歧视知觉

与心理适应的关系时 ,不仅要考虑到群体 自身的特

殊性 ,也要对歧视知觉的不同水平以及内群体认同

的不同方面进行细化和区分 , 以便从更深层次上揭

示歧视知觉的内在作用机制问题 , 为有效干预歧视

知觉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

5 . 1

结论

个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存在直

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并通过群体地位感的中介

作用消极地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

5.2 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也存在

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并同时借助于群体地位

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

双重中介作用 ,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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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顽 uenees of Perceived Personal and G rouP D iserim inati on on th e Subj ective

W ell#b ein g a m o n g C h in ese M ig ra n t C hi ld re n

L iu Xi a

(Inst itute of D evelopm ental Psyeholo罗 , Beijing Norm al U nivers ity , B eijing, 1(X) 875 )

A bstra ct A lthough the perc eption of diserim inat ion has been revealed to play eru eial negative ro les in the w ell一being ofdisadvantaged

eh ildren , the nat u re of th e re lat ion ship betw een perc eived diseri m ination and w ell一bein g re m ai ns u nele ar. U sin g soeial ident ity theo叮 as

a fram ewo rk , Bran seom be , Sehln ittan d H o ey (199 9 ) developed the rej eetion一ident币eation m odelto deseri be the dual effe ets Of per-

eeived diserim inat ion on th e psyehologi ealw el l一being. Em piri eal re searc h has supported its pre dietions am ong the m em bers of low status

脚 up m emb ers , partl eul arl y when the boun d而es betw een the low status gro up and the high status脚up are perc eived as im哪rm eable.

F,"r Chines e m i脚 n之ehildre n , their 邵oup m em bers hip 15 tra nsito尽 (1.e. , upward m obility into the higher stat us 脚 叩 15 即551-

ble) , the re lat ionshiv betwe en pereeived diseri m ination and well一being am ong them m 即 be diffe rent fro m those whose m em bers hip 15

im perm eab le. Th is stu由 ai m ed to investi即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 eived Pers onal an d 脚up diseri而nation and subj eetive w ell-

b ei鸣 , as w ell as th e m ediat ion effe et of the in脚 up identity an d pereeived 9 ou p status am ong C h inese m igrant ehildre n . A to tal of 904

m igrant ehil硫 n in a seh ool of m i脚 nt ehildre n an d 44 6 m i盯ant ehild re n in a pu blie sehoo l part ieipated in this study . A ll part ie ipan ts

eom p leted a se体 re p ort a ssessm ent to m easu re their perc eived pers on 习 an d 脚 up diseri m ination , ne邵 tive an d positive 目死etions ,

stu dent s .life sat isfa erion , ingr oup id ent ity and perc eived 盯ou p statu s.

Th e re sul ts indieate d th at th ere w as a 51罗ifieant relationship betw een perc eived pers onal an d 脚up diserim ination an d subj eetive

讹 11一bein g , ing阳up em otional iden tity an d perceived 脚 u p starus am on g C h in ese m i脚 nt eh ildren . B oth perc eived p ers ond an d 脚 up

diserim inat ion had sign ifieant 击re et effe ets on the subj eetive w ell一being of m igr ant ehildre n , an d had sign ifieant indire et effe ets on th e

subj eetive well一being via th e m ediat ion effe eton pereeived 脚 up status. In addition , perc eived personal dise-m ination had a sign币ean t

ind ire et effe et on the subj ec tive well一being of m igr allt ehildren via the m ultiple m ediat ion effe ets Of in脚 up em otional identity and per-

eeived 脚 uP statu s#

K ey w ords m igrant ehildre n , perc eived diserim inat ion , suhj eetive we ll一being , in脚 up identity , perc eived sro up sta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