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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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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心理弹性、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揭示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

作用。方法：采用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ＣＤ－ＲＩＳＣ）、中文版知觉心理压力量表（ＣＰＳＳ）和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

对６２５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心理弹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分数与中文版知觉心理压力量表（ＣＰＳＳ）

分数负相关（ｒ＝－０．６９１，Ｐ＜０．０１），与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分数呈负相关（ｒ＝－０．３８８，Ｐ＜０．０１），中 文 版 知 觉 心

理压力量表（ＣＰＳＳ）分数与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分数呈正相关（ｒ＝０．４５０，Ｐ＜０．０１）；②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２０．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输出的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３３３，－０．１７０）。结论：

大学生压力与心理弹性、心理健康水平均负相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压力可以直接或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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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Ｄ型人 格 毕 业 生，在 面 对 学 习、生 活 环 境 的

改变及巨大的就业压力时，往往会因其人格特质的

原因，产生更多的负面情感，进而有可能造成更为严

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作为学生日常管理工作

者，积极了解毕业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根据医学生的

人格特质、环境转变（尤其是在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防

控工作时期）等建立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全面掌

握医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变化过程，并以此为基础，
定时（不定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及疏导

工作，尽量缓解医学生因就业压力引起的心理健康

问题［１５］，最终达到全面提升毕业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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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弹性，也称“心理韧性”、“复原力”，是个人

在逆境 下 克 服 困 难、完 成 积 极 适 应 过 程 的 心 理 特

征［１］，其研究始于上世纪中叶，是从危机与压力应对

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人们发现，那些压力非常大、
处境不利的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儿童并未表现出

问题，相反，他们经历了逆境后更加坚强，获得了更

好的发展。经历逆境个体的成长差异引起了研究者

的广泛兴趣，并成为了当前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研

究热点之一。

　　从心理弹性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心理弹性须具

备两个条件：一、当事者曾经历或正在经历严重的压

力或逆境；二是尽管如此，当事者发展状况（结果）良
好，即能 完 成 好 个 人 角 色 所 要 求 的 任 务 和 心 理 健

康［２］。条件一“当事者曾 经 历 或 正 在 经 历 严 重 的 压

力或逆境”，明确说明了心理弹性与压力息息相关，
心理压力或逆境是心理弹性的必要前提，是检验一

个人心理弹性程度的必备“试剂”［３］。相关研究也表

明，心理弹性是个体适应应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

一［４］。由此可见，压力与心理弹性密切相关。

　　在心理健康方面，压力会影响心理健康，这已成

为共识。但是，在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仍存在

不一致的结论。国内外很多研究发现，压力事件促

成了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５］。例如，对大学生而言，
社会适应不良、不良家庭关系、专业不理想等压力事

件都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低下相关，并且这些事件可

以说明将近一半的心理健康状况变异［６］，但也有很

多研究发现，压力与心理健康相关度较低，相关系数

多在０．１２～０．４０［７］。相 关 研 究 表 明，心 理 弹 性 在 心

理危机中扮演缓冲压力的角色，使个体在逆境中成

功适应［８－１１］，提高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弹 性 水 平 可 预 防 大

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１２］。但是，已有的研究结

果中，心理弹性作为压力与心理健康的中间变量的

作用机制结论并不一致［１３－１７］。鉴于此，本研究从大

学生一般心理压力出发，进一步探寻当前大学生压

力、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探讨大学生心理弹

性在压力和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尝试建立心理弹

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模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４所普通高校（广东海洋大学、岭南师范学

院、河南城建学院、武汉纺织大学）的在校生，通过问

卷星网络问卷的形式发放问卷，共回收６４８份数据，
将回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问卷剔除，共６２５份有效

问卷（９６．５％）。其 中，男 生２３８人（３８．１％），女 生

３８７人（６１．９％）；大一２３６人（３７．８％），大 二１７１人

（２７．４％），大 三 １０６ 人 （１７．０％），大 四 １１２ 人

（１７．９％），文 科 ２５０ 人 （４８．０％），理 科 １７８ 人

（２８．５％），工 科 １４３ 人 （２２．９％），体 艺 生 ５４ 人

（８．６％），城 镇 ３２１ 人 （５１．４％），农 村 ３０４ 人

（４８．６％），独生１６２人（２５．９％），非独生子女４６３人

（７４．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心 理 弹 性 量 表 中 文 版

（Ｃｏｎｎｏ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ＣＤ －
ＲＩＳＣ）［１８］　该量表由于肖楠和张建新修订，共２５个

项目，由韧性、力量、乐观３个因子组成，采用５点评

分（０～４）方式，分数越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该问

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９，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２．２　中 文 版 知 觉 心 理 压 力 量 表（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
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ＣＰＳＳ）［１９］　釆用杨忠和黄汉腾

修订 的 中 文 版 知 觉 心 理 压 力 量 表（ＣＰＳＳ），共 有１４
个条目，采用５点计分（１～５），其中，１３、１２、１０、９、７、

６、５、４题为反向记分。问卷由失控感和紧张感２个

因子组成，最后分值越大表明感知的压力越大。

１．２．３　症 状 自 评 量 表（ＳＣＬ－９０）［２０］　该 量 表 由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于１９７５年 编 制，是 目 前 在 我 国 被 广 泛 用

于测评个体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的 自 评 问 卷。问 卷 由９０
道题组成，共１０个因子，主要测查个体在躯体化、强
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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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睡眠等方面的心理问题。题目有５个选项：“没

有”、“比较轻微”、“中等”、“比较严重”、“严重”。要

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一周的情况从中选择符合自己

情况的一项，采用０到４计分方式。

１．３　统计处理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进 行 数 据 统 计 处 理，采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采用用温忠麟等［２１］提出的检

验中介效应程序，回归系数依次检验法进行中介效

应分析，运用Ａｍｏｓ　２４．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

效应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压力、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的相关

　　大学生的压力、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３个变量

及其因子的 描 述 统 计 和 相 关 分 析 结 果，见 表１。结

果显示，压力知觉量表（ＣＰＳＳ）及其因子与心理弹性

量表（ＣＤ－ＲＩＳＣ）的 分 数 显 著 负 相 关，与 心 理 健 康

（ＳＣＬ－９０）得 分 显 著 正 相 关。但 是 由 于 ＣＰＳＳ与

ＣＤ－ＲＩＳＣ量表分数越高，其测量的变量水平越高，

而ＳＣＬ－９０量表得分越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故

而实质压力与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心
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实质为正相关。

２．２　大学生心理弹性 在 压 力 和 心 理 健 康 之 间 的 中

介作用

　　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采用温忠

麟等提出的中介变量的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

验。以压力为自变量Ｘ，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Ｙ，以
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 Ｍ，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第一

步，进行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Ｙ＝０．４５０Ｘ＋
０．２３５（Ｐ＜０．００１），得到路径系数ｃ＝０．４５０；第二步，
进行 压 力 对 心 理 弹 性 的 回 归 分 析，Ｍ＝－０．６９１Ｘ
－０．５２０（Ｐ＜０．００１），得 到 路 径 系 数ａ＝－０．６９１；第 三

步，对 心 理 弹 性 与 压 力 对 心 理 健 康 的 回 归 分 析，Ｙ
＝－０．１４７Ｍ＋０．３４８Ｘ－０．１１４，得 到 路 径 系 数ｂ＝
－０．１４７（Ｐ＜０．０１）和ｃ＇＝０．３４８（Ｐ＜０．００１）。结果如

表３所示，可见ａ、ｂ、ｃ、ｃ＇都有统计学意义，故为部分

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０．６９１＊－０．１４７）／

０．４５０＝２１．５０％。
表１　大学生压力、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ｒ）

项　目 珚ｘ±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压力总分 ３９．４６±７．５５ －
２．失控感 ２０．６０±５．０５　０．８１４＊＊ －
３．紧张感 １８．８７±４．５２　０．７６０＊＊ ０．２４２＊＊ －
４．心理弹性总分 ５７．６６±１３．４０－０．６９１＊＊ －０．６０４＊＊ －０．４７８＊＊ －
５．韧性 ２９．０２±７．４８ －０．６０４＊＊ －０．５３２＊＊ －０．４１４＊＊ ０．９４８＊＊ －
６．力量 １９．７２±４．８７ －０．６８９＊＊ －０．５９０＊＊ －０．４９１＊＊ ０．９２０＊＊ ０．７８３＊＊ －
７．乐观 ８．９２±２．４６ －０．５６０＊＊ －０．５０３＊＊ －０．３７２＊＊ ０．７３９＊＊ ０．５７２＊＊ ０．６４９＊＊ －
８．心理健康 ６８．７４±６０．９１　０．４５０＊＊ ０．２２０＊＊ ０．５０５＊＊ －０．３８８＊＊ －０．３１６＊＊ －０．４３４＊＊ －０．２９０＊＊ －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图１　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的之间的中介模型

２．３　大学生心理弹性 在 压 力 和 心 理 健 康 之 间 的 结

构方程模型

　　将压力作为自变量，采用其２个维度作为指标，

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采用其１０个维度作为指标，

以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其３个维度作为指

标，进行路径 分 析，进 行 修 正 后，得 到 以 下 模 型（图

１）。一般认为，χ２／ｄｆ值小于５，ＮＦＩ、ＴＬＩ和ＣＦＩ等

指数均在０．９０以 上，ＲＭＳＥＡ小 于０．０８，表 明 模 型

拟合良好［２２］。模型的拟合度指数为：χ２／ｄｆ＝２．１１２，

ＲＭＲ＝０．００７，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２，ＧＦＩ＝０．９６６，ＮＦＩ＝
０．９８４，ＴＬＩ＝０．９８９，ＣＦＩ＝０．９９２。该 变 量 关 系 模 型

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均达到适配标准。

　　使 用 ＡＭＯＳ　２２．０中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程 序 检 验 中

介 效 应 的 显 著 性。设 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 样 次 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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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标准化测量间接效应的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
ｃｅｎｔｉｌｅ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ＬＬＣＩ＝－０．３３３，ＵＬＣＩ＝－
０．１７０，Ｐ＝０．０００），不 包 括０，说 明 心 理 弹 性 的 中 介

效应显著。控制了中介变量心理弹性之后，压力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的

置信 区 间 为（ＬＬＣＩ＝－０．３６０，ＵＬＣＩ＝－０．１７０，Ｐ＝
０．００２），说明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心理弹性在压力

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２　心理弹性在压力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Ｙ＝０．４５０Ｘ＋０．２３５，ＳＥ＝０．２８９　 ｔ＝１２．５７６＊＊＊

第二步Ｍ＝－０．６９１Ｘ－０．５２０，ＳＥ＝０．０５１　 ｔ＝２３．８３５＊＊＊

第三步Ｙ＝－０．１４７Ｍ＋，ＳＥ＝０．３９７　 ｔ＝－２．９９７＊＊＊

０．３４８Ｘ－０．１１４，ＳＥ＝０．２２３　 ｔ＝７．０８３＊＊

３　讨　论

　　本研究引入心理弹性，探讨大学生压力与心理

健康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压力、心理健康、心理

弹性三者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压力与心理弹性、
心理健康均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呈

显著 正 相 关。这 预 示 着，对 于 大 学 生 而 言，压 力 越

大，心理弹性越小，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而心理弹

性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是一个多维

度的有机系统，压力是影响大学生的核心因素，大学

生知觉到的 压 力 越 大，其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越 低［２３］，压

力在一定程 度 上 可 预 测 其 心 理 健 康［２４］。心 理 弹 性

作为个体的一种能力或品质，包含例如责任感、适应

性、乐观信念、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希望感、控制冲

动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同理他人等等。这

些积极的品质，能够使人战胜逆境并适应成长，当个

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那么他在应对压力时能够

调动的保护资源越多，进而促进个体心理良好状态

的保持，维持 更 高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而 当 压 力 越 大

时，心理弹性的消耗越多，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也越

弱，心理健康水平就会降低，这与之前的学者研究结

果一致［２５－２８］。

　　此外，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发

挥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压力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

平，同时也通过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
与国内 大 部 分 学 者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１５－１７］。如 前 言 所

述，国外学者及个别国内研究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

理健康间存在调节作用。可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

用模型更符合中国背景下的情况。

　　那么压 力 是 如 何 通 过 心 理 弹 性 产 生 间 接 作 用

呢？当个体产生压力时，为了继续维持原来的身心

平衡状态，个体就会调动自身的资源进行应对。心

理弹性作为保护性因子，包含了外部保护因子（如朋

友支持、单位支持）和内部保护因子（如自我效能感、
自我接纳、情绪稳定、问题解决）。当个体处于压力

状态下时，心理弹性被激活，外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

个体提供了情感支持和成长支持，个体的情绪得到

积极宣泄的同时，提高积极情绪体验，帮助个体拓宽

注意和思考范围。同时，在温暖、理解、支持的环境

中，个体更易从他人的角度获得相关的应对方法和

观点，扩大了个体的认知和评价事物的方式，从而使

个体有效应对［２９］。此外，个体也会调动自身的积极

资源，例如幽默感、乐观等特质，在积极认知的引导

下，个体的情绪会得到有效调节，采取有利于对抗压

力的行动，从而提升了个体的适应力，帮助于个体从

压力状态下顺利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３０］。

　　大学生压力与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健康水平均

呈负相关关系，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即压力可以直接或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间

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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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无聊倾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 关 系，同 时 考 察 生 命 意 义 感 的 中 介 作 用 以 及 人 际 信 任 是 否 在

此中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方法：采用 无 聊 倾 向 量 表、人 际 信 任 量 表、生 命 意 义 感 量 表、生 活 满 意 度 量 表 对７０８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通过差异分析发现，兴趣爱好广泛学生在无聊倾向得分上（ｔ＝２．３５，Ｐ＜０．０５）显 著 低

于兴趣爱好单一学生，而在生命意义感上得分（ｔ＝－３．２６，Ｐ＜０．０１）显著高于兴趣爱好单一学生；大二学生的生活满

意度（Ｆ＝１３．５６，Ｐ＜０．００１）显著高于大一、大三、大四学生；②相关分析表明，无聊倾 向 与 人 际 信 任（ｒ＝０．１４８，Ｐ＜
０．０１）呈显著正相关，与生命意义感（ｒ＝－０．２７１，Ｐ＜０．０１）、生活满意度（ｒ＝－０．３０４，Ｐ＜０．０１）呈 显 著 负 相 关；人 际 信

任与生命意义感（ｒ＝－０．０７５，Ｐ＜０．０５）、生活满意度（ｒ＝－０．０９４，Ｐ＜０．０５）均呈显著负相关；生命意义感与生活满意

度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３０，Ｐ＜０．０１）；③无聊倾向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ｔ＝－６．６７２，Ｐ＜０．００１），无聊倾向与人

际信任的交互项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ｔ＝０．８２６，Ｐ＞０．０５）；无聊倾向对生命意义感的负向预测作 用 显

著（ｔ＝－８．０１０，Ｐ＜０．０１），无聊倾向与人际信任的交互项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显著（ｔ＝６．７２４，Ｐ＜０．００１）；生命

意义感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ｔ＝４．４３２，Ｐ＜０．００１），生命意义感与人际信任的交互项对生活满意度的

预测作用不显著（ｔ＝－０．２０９，Ｐ＜０．０５）。结论：无聊倾向、人际信任、生命意义感和生活满意度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生命意义感在无聊倾向与生活满意 度 之 间 起 部 分 中 介 作 用，人 际 信 任 在 这 一 中 介 过 程 的 前 半

段上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无聊倾向；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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