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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中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的关系 3

冯晓杭　张向葵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 ,长春 　130024)

摘 　要 :采用情境式自豪感问卷、青少年外显自尊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以城市非贫困生为对照 ,对 400 名城市贫

困生的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进行考察。结果发现 : (1) 城市贫困生随年龄的增长 ,自豪感和外显自尊呈下

降趋势 ,抑郁状态受年龄的影响不显著。女生自豪感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

(2)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贫困生自豪感与外显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与抑郁状态呈

显著负相关。整体自尊、学业自尊与人际自尊对自豪感的预测作用显著 ; (3) 人口社会学变量中父母亲工作、文化

水平、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对自豪感、外显自尊、抑郁状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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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的改

革 ,中国城市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 ,转变过程中

的城市贫困已引起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研究者

的关注[1 ] 。城市贫困 (urban poverty) 是指城市社会

的贫困问题。就贫困而言 , 主要包括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和相对贫困 (relative poverty) 两种类

型。前者是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 ,温饱尚未解决 ,简

单再生产不能够维持生存 ;后者是指温饱基本解决 ,

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生存 ,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平均

生活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目

前尚无统一的城市贫困人口标准和统计口径 ,各地

区对城市贫困采用的是属地化管理政策。根据国家

民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2007 年全国享受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有 224217 万人。

另外 ,进入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已超过 1 亿人 ,其中约 2 万人的收入仅够维持生活 ,

如果考虑其实际生活环境状态及抵御疾病等需要 ,

这部分群体也属于城市贫困人口 ,并且更多的是属

于相对贫困[2 ]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正常家庭环境、

留守儿童或贫困大学生的关注较多 ,对城市贫困中

学生这一处境不利群体的考察却相当匮乏 ,尤其对

这一群体情绪健康方面的关注更少。

近年来随着情绪研究的不断深入 ,自我意识情

绪已备受关注。自豪感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一种 ,是

在自我评价基础上产生的高级人类情绪 ,能够对当

前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团体接受程度提供信息 ,

帮助个体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 ,对增强个体的亲社

会行为、提高自尊、促进社会接纳起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3～5 ] 。处于社会不同环境下的个体对自我有不同

的评价方式 ,体验到的自豪感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较为优越的生活、

学习条件 ,更为关注孩子的发展 ,而经济条件较差则

很难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条件 ,致使孩子产生自卑心

理 ,自我评价较低[6 ] ,而较低的自我评价又会影响自

豪感的体验程度。最近 ,Tracy
[4 ] 等人的研究发现自

豪感能够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与自尊、人格等因

素显著相关 ,中国城市贫困学生的自豪感程度如何、

与哪些因素存在关联 ? 还未见相关的研究报告。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情感性评价 ,Brown

等人从情感取向理解自尊 ,认为它是通过非理性的

过程形成 ,自尊水平直接影响人们心理健康水平 ,并

且外显自尊是个体可以意识到的[7 ]
,外显自尊与个

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表现出中等强度和高度相

关[8～10 ]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与其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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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 ,不同社会阶

层人们的自尊存在着差异 ,并且家庭经济收入对子

女的自尊有较为显著的影响[11 ,12 ]
,国外有研究表明 ,

贫困是影响自尊的重要因素。我国学者对贫困大学

生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自尊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

生[13 ] 。最近 ,Shek 对城市贫困青少年进行研究 ,结

果发现贫困与非贫困的青少年在自尊和生活满意度

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14 ] 。多数研究已证明自尊

与抑郁这一不良情绪呈高度的负相关。抑郁也是中

学生主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 ,不少结果显示中学

时期是抑郁发展的关键阶段 ,呈现抑郁状态的个体

外显自尊低于正常个体 ,家庭因素又是影响青少年

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更有

可能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 ,产生不良的甚至是消极

的情绪反应[15～18 ] 。

可见 ,城市中处于经济不利地位的一些学生往

往不能正确地认识与评价自我 ,出现种种不良的自

我情绪体验。有鉴于此 ,对城市贫困中学生的情绪

健康研究就尤为重要。目前 ,对城市贫困中学生这

一处境不利群体开展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非贫

困家庭环境的中学生为对照 ,欲对城市贫困中学生

的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进行考察 ,以期对处

境不利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

贫困与反贫困的心理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本研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城市贫困

中学生与非贫困中学生 (以下简称贫困生、非困生)

相比 ,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的特点如何 ? 第

二 ,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之间存

在怎样的关系 ? 另外 ,人口社会学变量中 ,又有哪些

因素影响贫困生的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 ?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确定城市贫困中学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

在本地区已经学习生活 6 个月或 6 个月以上 ;第二 ,

依据绝对贫困 (即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中

学生)和相对贫困 (家庭收入低于全体社会成员平均

收入的 50 % ,即为相对贫困) 的概念界定城市贫困

中学生。此次收集资料时间为 2007 年上半年 ,被试

直接报告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学生为绝对贫

困。同时 ,参考长春市统计局提供的信息 : 2006 年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年总收入为 19955 元 ,平均

月收入 1671 元 ,依照相对贫困界定的标准 ,确定被

试报告的家庭平均月收入为 800 元或低于 800 元的

为相对贫困。

被试来自长春市四所中学的初一、初二、高一、

高二 ,共计 764 人。剔除漏答和无效问卷 ,最终确定

有效被试为 734 人 ,年龄范围在 11 岁～19 岁之间 ,

户籍属于本地区占 84 % ,外地占 16 %。其中贫困中

学生为 400 人 (其中户籍属于本地区的有 315 人 ,非

本地区的有 85 人) ,年龄范围在 12 岁～19 岁 (男生

166 人 ,女生 234 人 ) ,平均年龄 16140 岁 ( SD =

1181) ;城市非贫困中学生 334 人 (其中户籍属于本

地区的有 302 人 ,非本地区的有 24 人) ,年龄范围在

11 岁～19 岁 (男生 157 人 ,女生 177 人) ,平均年龄

14197 岁 ( SD = 1145) 。

212 　测量工具

(1) 情境式自豪感问卷 　借鉴 Tangery
[19 ] 和

Tracy[4 ] 等人对自豪感、羞愧感等自我意识情绪的研

究范式 , 自编情境式自豪感问卷 ( Situation2Based

Scales of Pride , 简称 SBSP) 。通过半结构半开放式

问卷调查 ,经过内容分析编码 ,结合中学生实际生活

情况 ,设计 17 个情境项目。如情境一 :“在年级的主

题班会上 ,你主持的班会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

致好评。努力想象一下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你体验

到自豪感的程度如何 ? 用下面 5 个等级进行评定。”

数字“1”到“5”分别代表“一点儿也不”到“极其”5 个

等级。对编制的 17 种情境进行分析 ,请中学教师和

部分学生对设置的情境表述是否符合所测群体的接

受程度进行判断。本次施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188。

(2) 青少年外显自尊量表 　采用张林[20 ] 等人编

制的青少年外显自尊问卷 ,包含 6 个分量表。采用

5 点评分 ,其中数字“1”表示“极不符合”,“5”表示

“极符合”,共有 35 个项目 ,其中有 7 项为反向记分。

总分越高 ,说明外显自尊的水平越高。经过多次使

用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本次测量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191 ,6 个分量表分别为

整体自尊、学业自尊、人际自尊、家庭自尊、身体自

尊、品德自尊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182 ,0168 ,0171 ,0158 ,0172 ,0177。

(3)抑郁状态量表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 简

称 CES2D) [21 ] ,有 20 个条目 ,对 4 个反向计分项目重

新编码。分数越高说明抑郁出现的频度越高。经广

泛使用 ,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

表适用评价抑郁心境状态 ,而非整个抑郁症候群。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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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社会学变量调查 　包括性别、年龄、民

族、身体健康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家庭

月平均收入、是否享受城市低保、享有的学习娱乐用

品资源等。

213 　施测过程

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系研究生担任主试 ,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心理学系本科生和研究

生录入数据。

2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11150 软件 ,运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

归进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3 　研究结果
311 　城市贫困生与非困生在自豪感、外显自尊、抑

郁状态上的性别差异

以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为因变量 ,性别

为自变量作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自豪感在性别上

差异显著 , F(1 , 733) 值为 10191 , p = 01001 ;外显自尊

和抑郁状态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 , F(1 , 733) 值分别

为 1161、0105 , p 值分别为 0121、0182。进一步对贫

困生和非困生情绪状态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检验 ,

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类学生在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上的性别差异

贫困生 (男 = 166 ,女 = 234 人) 非困生 (男 = 157 人 ,女 = 177 人)

M SD F p M SD F p

自豪感 男 51168 12151 7103 0101 57113 13133 6154 0101
女 55129 13199 60166 11188

外显自尊 男 111120 16144 0144 0151 117120 19121 2152 0111
女 112134 17120 120141 17160

抑郁 男 36164 8149 0123 0163 35168 9113 0101 0194
女 36121 9105 35176 9174

　　表 1 可知在自豪感体验程度上 ,贫困生中女生

的自豪感体验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 F(1 , 399) = 7103 , p

= 0101。贫困生在外显自尊水平上性别差异不显

著 , F(1 , 399) = 0144 , p > 0105 ;在抑郁状态上性别差异

不显著 , F(1 , 399) = 0123 , p > 0105。非困生中女生

的自豪感体验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 F(1 , 332) = 61540 ,

p = 0101。非困生在外显自尊水平上性别差异不显

著 , F(1 , 333) = 2152 , p > 0105 ;抑郁状态上性别差异

不显著 , F(1 , 333) = 0101 , p > 0105。说明贫困生和

非困生在自豪感上存在性别差异 ,女生显著高于男

生 ;在外显自尊和抑郁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312 　城市贫困生与非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抑郁

状态与年龄的相关

对贫困生和非困生进行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

郁状态与年龄的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类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与年龄的相关

自豪感 外显自尊 抑郁

贫困生 - 011833 - 0111 3 0106

非困生 0101 0102 - 0102

　　注 :33 p < 0101 , 3 p < 0105.

由表 2 可知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年龄存

在显著负相关 ,非困生的自豪感和外显自尊水平与

年龄相关不显著。两类学生的抑郁状态与年龄的相

关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 ,贫困学生的自豪感、外显

自尊的体验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步下降 ;非困生

的自豪感、外显自尊受年龄影响并不显著。

313 　城市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自豪感、外显自尊和

抑郁状态上的水平差异

以学生类别 (贫困生和非困生) 为自变量 ,自豪

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 3 　两类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的水平差异

学生类别 M SD F p

自豪感 贫困生 53179 13150 28165 0100
非困生 59100 12168

外显自尊 贫困生 111187 16187 29107 0100
非困生 118190 18141

抑郁 贫困生 36139 8181 0196 0133
非困生 35172 9144

表 3 可知贫困生和非困生在自豪感和外显自尊

体验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抑郁状态差异不显著。

贫困生的自豪感体验程度显著低于非困生 , F(1 , 733)

= 28165 , p < 0101 ,即非困生的自豪感体验程度显

著高于贫困生。在外显自尊体验水平上 ,贫困生显

著低于非困生 , F(1 , 733) = 29108 , p < 0101。但在抑

郁状态程度上两类学生差异不显著。

314 　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之间

的关系

分析发现城市贫困生自豪感与外显自尊呈显著

201

2008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3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正相关 ,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外显自尊和抑郁之间

存在显著负相关。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城市贫困生自豪感与外显自尊的各

个分量表 ,整体自尊、学业自尊、人际自尊、家庭自

尊、身体自尊、品德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为进一步考察城市贫困中学生的外显自尊、抑

郁状态对自豪感的预测程度 ,以外显自尊、抑郁状态

为自变量 ,自豪感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

析 ,所得的预测指数见表 5。

表 4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 N = 400)

1 2 3 4 5 6 7 8

1 整体自尊 1100

2 学业自尊 0148833 1100

3 人际自尊 016433 014933 1100

4 家庭自尊 013733 012633 013433 1100

5 身体自尊 014733 013733 015033 012733 1100

6 品德自尊 016433 013933 016133 013133 014533 1100

7 抑郁总分 - 014333 - 011933 - 013033 - 012833 - 013133 - 012533 1100

8 自豪总分 014533 014033 014233 012733 013333 013633 - 012233 1100

表 5 　外显自尊对自豪感的预测度

进入变量
变量多元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

释量ΔR2

标准化
回归系数

t p Tolerance

整体自尊 0145 0120 0120 0121 4165 0100 0161

学业自尊 0149 0124 0104 0119 4193 0100 0170

人际自尊 0151 0126 0102 0114 3108 0100 0170

家庭自尊 0152 0127 0101 0108 2140 0102 0183

身体自尊 0152 0128 0101 0108 2104 0104 0189

　　由表 5 可知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依次是整

体自尊、学业自尊、人际自尊、家庭自尊和身体自尊 ,

多元相关系数为 0152 ,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28 % ,

其中整体自尊对自豪感的预测度最佳 ,其解释量为

20 % ,其次是学业自尊、人际自尊 ,解释量分别为

4 %、2 %。品德自尊和抑郁状态这两个预测变量没

能显著进入预测回归方程。Tolerance 值说明预测变

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 ,预测变量能较好的预测自

变量。

315 　人口社会学变量对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

尊和抑郁状态的影响

人口社会学变量对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

态有不同程度的相关 ,见表 6。

表 6 　人口社会学变量与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的相关

父亲 母亲

文化水平 工作状况 身体状况 文化水平 工作状况 身体状况

学习娱乐
用品

家庭月
收入

自豪感 012033 012133 011033 012233 011433 011633 011633 012133

外显自尊 011933 0107 3 011733 011833 0108 3 011933 0106 011133

抑郁 0103 0103 - 011233 0102 0105 - 012033 0104 0104

　　由表 6 可知在人口社会学变量中 ,父母亲的文

化水平、工作、身体健康状况、拥有的学习娱乐用品

以及家庭收入对贫困生自豪感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

并且相关显著 , p < 0101。除学习娱乐用品这一项

相关不显著外 ,其余各项均与贫困生的外显自尊呈

显著相关 , p < 0101。父母亲的身体健康对贫困生

的抑郁状况有显著影响 , p < 0101。

4 　讨论
加强对处境不利群体的研究与关注 ,才能维持

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城市贫困中学生是需要我们

重点关注的群体之一。生活在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

时刻受到贫富差距的冲击 ,其心理极易产生各种不

良情绪、问题行为 ,甚至表现出反社会[21 ] 。因此 ,充

分认识城市贫困中学生的情绪发展特点以及问题 ,

并及时进行疏导与调节尤为重要。

411 　城市贫困中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

的发展特点

研究发现与城市非贫困中学生相比 ,贫困生的

自豪感、外显自尊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一方面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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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显著表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稳定存在的 ,具有统

计学上的意义 ;另一方面 ,贫困生的自豪感、外显自

尊与年龄虽然显著相关 ,但相关系数较低 ,说明除了

年龄之外 ,可能还有其它的因素影响着贫困生对自

豪感、外显自尊的体验程度 ,年龄仅是代表着生理的

不断成熟与发展 ,随着年龄的发展 ,城市贫困家庭的

中学生越来越意识到自身与正常家庭孩子的差异 ,

对外界周围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还相对不稳定。

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不论是贫困生还是非贫

困生 ,女生体验的自豪感程度显著高于男生。从生

理的角度来看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受外在刺激的影

响。另外 ,我们认为这或许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赋

予的不同社会责任和期望有关。社会对男生赋予了

更高的责任、期望 ,对女生而言 ,很有的成就感的事

件 ,对男生来说可能微不足道 ,不足以引起他们的自

豪感 ,他们需要更高的成就事件的刺激。这一研究

结果提示 ,未来开展社会价值期望对处于不同经济

地位的个体自豪感作用机制研究 ,将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主题。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城市贫困生还是非困

生 ,在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上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

异。这一研究结论同前人对儿童、大学生以及问题

学生关于自尊、抑郁的研究相一致 ,即在自尊和抑郁

状态方面个体性别差异不显著[11 ,23 ] 。

412 　城市贫困中学生自豪感、外显自尊与抑郁状态

水平及其关系

研究发现城市贫困中学生的自豪感、外显自尊

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生。分析原因 ,一方面贫困学

生所享有的社会资源 ,如学习娱乐用品等相对城市

非贫困学生要匮乏 ;另一方面 ,自豪感、自尊是来自

个体对自我的一种积极评价[24 ] ,贫困生虽然在一定

的程度上得到外在的物质帮助 ,但内在对自我评价

和认识上与普通学生相比 ,还是处于相对消极的水

平。这一结论与对贫困和非贫困大学生的研究基本

一致[13 ] 。同时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抑郁状态上无

显著差异 ,本研究发现抑郁与父母亲的身体健康状

况呈显著负相关 ,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抑郁影响并

未达到显著水平 ,所以二者在抑郁上无显著差异。

但本次研究发现贫困生抑郁状态的发生率为 27 % ,

非贫困生抑郁状态发生率为 26 % ,虽然二者无显著

差异 ,但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的是不论哪类学生

都存在一部分群体需要对抑郁状态进行心理的疏导

和调节 ,这或许与中学阶段这一特定的个体心理与

生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相关分析得出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和

抑郁状态存在两两显著相关。自豪感与外显自尊之

间呈正相关 ,说明二者都是来自积极正性的自我评

价 ,并且家庭的经济收入对自豪感、外显自尊都具有

显著影响。Tracy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自豪感与自尊

存在显著正相关。抑郁则更多的是对自我的一种消

极评价 ,与自豪感、自尊呈负相关。本次研究发现不

论是贫困生还是非贫困生 ,自豪感、外显自尊和抑郁

状态之间的都存在这种关系 ,即说明贫困生在这些

研究变量上的特点符合全体样本总体的特点。

进一步对贫困生各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发现整体自尊、学业自尊和人际自尊对自豪感的预

测力显著 ,而抑郁状态和品德自尊则没有进入回归

方程。这一结论部分验证了 Tracy 和 Robins 的研

究[4 ] ,他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学业成就领域、社会人际

交往方面的事件更能够引发自豪感的产生。我们发

现通过具体的行为事件 ,如获得学业成就 ,使城市贫

困青少年通过体验到成功而获得外显自尊 ,因而产

生相应的自豪感 ,这是培养积极健康情绪的方法之

一。在获得自豪感的同时 ,抑郁等影响心理健康的

不良情绪就会降低 ,城市贫困生由内部的心理冲突

和外在的压力 ,如经济困难等带来的心理问题也会

随之减少。贫困 ,就似一把双刃剑 ,即可能催人奋

进 ,也可能使人颓废。处于青少年发展阶段的城市

贫困中学生 ,在面对城市贫富差距的现实生活中 ,对

自我的认知评价 ,对外界周围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 ,

需要一个合理建构和导向的过程。本研究提示教育

和社会工作者要加强对城市贫困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和保健 ,使其通过体验具体事件的成功而获得

自尊 ,形成自豪感 ,建立对自我的积极评价 ,减少消

极认知 ,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 ,从而促进社会接纳与融合。

5 　结论
(1)城市贫困生的自豪感、外显自尊与年龄呈显

著负相关。不论贫困生还是非贫困生 ,女生的自豪

感体验程度都显著高于男生 ,外显自尊和抑郁状态

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2)城市贫困生自豪感、外显自尊水平显著低于

非困生。贫困生的自豪感与外显自尊呈显著正相

关 ,与抑郁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整体自尊、学业自尊和人际自尊对自豪感的预测作

用显著。

(3)人口社会学变量中父母亲的工作状况、文化

水平、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对自豪感、外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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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抑郁状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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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de , Explicit Self2esteem
and Depression in Urban Poverty Adolescents

FEN G Xiao2hang 　ZHAN G Xiang2kui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ride , self2esteem and the state of depression in the
urban poverty students by using the Situation2Based Scales of Pride (SBSP) , Explicit Self2esteem for Young People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2D) . 400 urban poverty students and 334 urban common students
were tes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indicted (1) the pride and explicit self2esteem of urban poverty studen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The state of de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ge. The level of pride on the
female was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 and gender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on explicit self2esteem and depression.
(2) The levels of pride and explicit self2esteem of poverty students were lower than the common students.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de and explicit self2esteem. The correlation of pride and depression were negative.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global , academic and social self2esteem play significant prediction effects on the
prid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job status ,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parents ,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levels showed some significant prediction effects on the pride , self2esteem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urban poverty ; middle school students ; pride ; explicit self2esteem ;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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