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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现状，分析心理韧性对心理压力感的影响。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取样

获得 1000 名大学生被试，采用问卷法对其心理压力感和心理韧性进行调查评定，分析心理压力在性别、户籍及家

庭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并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了解心理韧性对心理压力的影响。结果 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感在户籍和家庭收入水平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f = 841，P 均 ＜ 0． 05) ，多重比较表明，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大学

生较来自城市的学生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学生感受到更高的压力。相关分析( r = － 0． 104 ～
－0． 365，P ＜ 0． 01) 和回归分析表明，心理韧性对心理压力感有负向预测作用( P 均 ＜ 0． 05) 。结论 来自农村及家

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感受到更高的心理压力; 大学生心理韧性是应对压力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素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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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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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and to analysis the
impact of resilience on psychological pressure． Methods We got 1000 subj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in-
vestigated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resilienc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n household register
and the level of family income． And we use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
ence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Ｒesults Ｒ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on household register and the level of family in-
come( df = 841，P ＜ 0． 05) ． Students from the rural areas and towns felt greater pressure than students from the city，and lower family
income levels students felt more pressur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resilience( r = － 0． 104
～ － 0． 365，P ＜ 0． 05) ． Ｒ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silience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significantly( P
＜ 0． 05) ． Conclusion Students from the rural areas and families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felt more pressure． College students＇
resilience was important resources in coping with pressure and maintain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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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感主要是指个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

种生活事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 工作压

力、家庭关系紧张) 等压力源时所产生的心理紧张

状态［1］。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作生活节奏的

加快，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源也不断增加。对

于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源，一般研究认为主要包括学

业因素、社交因素、生活与经济因素、择业因素等方

面［2］。樊富珉等［3］对 916 名大学生面临的压力及

寻求帮 助 的 模 式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调 查，结 果 表 明，

71． 3%的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承受着很大或较大

的心理压力，而 70． 1%的学生对压力还缺乏正确的

认识。心理压力感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损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心理韧性( Ｒesil-
ience) 是个体应对各种压力( 包括严重压力、灾难和

一般生活事件) 以维持、促进个体健康成长和幸福

生活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质［4］。心理韧性是

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被认为是一种涉

及个体的健康与幸福生活等的重要心理素质，每个

人的心 理 韧 性 可 以 通 过 有 效 训 练 得 到 提 高 和 改

善［5］。
很多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是当个体面对逆境、

严重压力或创伤性生活事件等危险因素需要克服时

才发挥作用的。但有研究者指出，个体的心理韧性

并非稳定不变，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会有不同的表

现，并且不仅仅是在遭受严重压力时其作用才表现

出来，其作用也非仅是个体免于遭受严重创伤，如

PTSD，在没有遭受创伤或面对生活压力条件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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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韧性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维持正常的心理状态，

并且促进幸福感的提升［6］。本研究即拟调查分析

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心理韧性是否对压力应对有

积极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苏州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共 10 所高校，首先对其进行分层，

即分为 6 所本科院校和 4 所大专院校，再按照比例分

别整群抽取 12 个和 8 个班级，每班 50 人，得到 1000 名

大学生被试并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895 份，其中有

效问卷 84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 2%。其中男生

315 人( 37． 3% ) ，女生 527 人( 62． 7% )。
1． 2 方法 测量的主试均由各院校心理健康中心

的专职老师担任，均具有心理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学历，持有心理咨询师三级以上证书，熟练操作多种

心理测评问卷。测评时间在正式上课前的 30 分钟，

在采光、通风等条件良好的教室内进行。整个测评

时间为 20 分钟。
1． 3 研究工具

1． 3． 1 心理压力评定 采用大学生心理压力感问

卷［7］，将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分为人际交往压力、地

位与经济压力、学习压力、体能与生活压力和就业心

理压力 5 个维度，全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

系数分别为 0． 934 和 0． 889，各分问卷的信度均在

0． 765 以上。

1． 3． 2 心理韧性评定 采用胡月琴等［8］编制的青

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Ｒ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
olescent，ＲSCA) 。该量表有 27 个题项，包含目标专

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 5 个因

子，二阶因素分析发现前三个因子属于个人力，后两

个因子 属 于 支 持 力，与 心 理 韧 性 量 表 ( Ｒesilience
Scale，ＲS ) 的 效 标 关 联 效 度 系 数 为 0． 53; 总 量 表

Cronbach＇ s α系数为 0． 85，重测信度系数为 0． 83。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 0 进行数据分析，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心理压力感在不同户籍和

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分析

心理压力感和心理韧性之间的相关; 并且以心理压

力感的各维度为因变量，以心理韧性的各维度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分析心理韧性对心理

压力感的影响。

2 结 果

2． 1 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性别、户籍差异分析 独立

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地位压力、
学习压力、就业心理压力均无性别差异，而在体能和

生活压力上，男生高于女生［( 2． 45 ± 0． 76) vs． ( 2． 34
±0． 73) ，P ＜0． 05］。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大学生心

理压力感存在户籍差异，除体能和生活压力维度外，

在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地位压力、学习压力和就业心

理压力等维度，均存在户籍差异，即乡镇和农村学生

的压力感均高于城市学生。见表 1。

表 1 心理压力在户籍上的差异分析( n = 842)

户 籍 人际交往压力 经济地位压力 学习压力 体能和生活压力 就业心理压力 压力总分

城市( n = 225) 2． 67 ± 0． 82 2． 37 ± 0． 69 2． 90 ± 0． 75 2． 31 ± 0． 75 2． 76 ± 0． 88 2． 60 ± 0． 67

乡镇( n = 262) 2． 86 ± 0． 76 2． 51 ± 0． 68 3． 04 ± 0． 70 2． 42 ± 0． 72 2． 97 ± 0． 84 2． 75 ± 0． 63

农村( n = 355) 2． 81 ± 0． 67 2． 51 ± 0． 63 3． 04 ± 0． 63 2． 40 ± 0． 75 2． 94 ± 0． 76 2． 73 ± 0． 56

多重比较 ① ＜③② ① ＜②③ ① ＜②③ ①②③ ① ＜③② ① ＜③②

注:① = 城市;② = 乡镇;③ = 农村。

2． 2 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家庭收入水平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存在收入

水平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在心理压力的各维度上，家

庭收入水平越高，心理压力感越小; 家庭收入水平越

低，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感越高。见表 2。

表 2 心理压力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收入水平 人际交往压力 经济地位压力 学习压力 体能和生活压力 就业心理压力

低 2． 83 ± 0． 70 2． 63 ± 0． 67 3． 31 ± 0． 61 2． 51 ± 0． 81 2． 91 ± 0． 83

中下 2． 90 ± 0． 67 2． 58 ± 0． 58 3． 05 ± 0． 63 2． 41 ± 0． 72 3． 01 ± 0． 81

中 2． 77 ± 0． 76 2． 43 ± 0． 68 3． 03 ± 0． 70 2． 36 ± 0． 73 2． 90 ± 0． 81

中上 2． 66 ± 0． 79 2． 32 ± 0． 71 2． 72 ± 0． 74 2． 37 ± 0． 79 2． 72 ± 0． 85

高 2． 05 ± 0． 80 2． 05 ± 0． 66 2． 23 ± 0． 95 1． 83 ± 0． 66 2． 20 ± 0． 75

多重比较 ②①③④ ＞⑤ ①② ＞③④⑤ ①②③④ ＞⑤ ①②③④ ＞⑤ ②①③ ＞④ ＞⑤

注:① = 低;② = 中下;③ = 中;④ = 中上;⑤ = 高。

245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年第 27 卷第 6 期



2． 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除个别维度外( 学

习压力和人际协助; 就业压力和积极认知) ，心理压

力感和心理韧性的各维度之间均呈负相关 ( r =
－ 0． 104 ～ － 0． 365，P ＜ 0． 01) 。见表 3。

表 3 心理压力和心理韧性的相关( r)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人际交往压力 － 0． 199a － 0． 382a － 0． 115a － 0． 257a － 0． 154a

经济地位压力 － 0． 218a － 0． 370a － 0． 239a － 0． 327a － 0． 256a

学习压力 － 0． 092a － 0． 365a － 0． 036 － 0． 183a － 0． 059

体能和生活压力 － 0． 227a － 0． 347a － 0． 272a － 0． 270a － 0． 271a

就业心理压力 － 0． 164a － 0． 370a － 0． 055 － 0． 171a － 0． 104a

注: aP ＜ 0． 01。

2． 4 回归分析 在心理压力感的各维度上，对心理

韧性的各维度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最少有 2
个维度，最多有 4 个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心理韧性

各维度对心理压力感的各维度存在影响。见表 4。

表 4 心理压力感各因子对心理韧性各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入选因子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t P

人际交往压力

目标专注 － 0． 183 0． 088 － 0． 076 2． 082 0． 038
情绪控制 － 0． 520 0． 056 － 0． 318 9． 252 0． 000
人际协助 － 0． 271 0． 072 － 0． 133 3． 790 0． 000

经济地位压力

情绪控制 － 0． 470 0． 060 － 0． 263 7． 830 0． 000

积极认知 － 0． 266 0． 107 － 0． 088 2． 479 0． 013

人际协助 － 0． 399 0． 076 － 0． 179 5． 220 0． 000

家庭支持 － 0． 248 0． 090 － 0． 096 2． 744 0． 006

学习压力
情绪控制 － 0． 542 0． 053 － 0． 355 10． 159 0． 000

人际协助 － 0． 177 0． 068 － 0． 093 2． 607 0． 009

体能生活压力

情绪控制 － 0． 268 0． 037 － 0． 246 7． 245 0． 000

积极认知 － 0． 244 0． 066 － 0． 133 3． 693 0． 000

人际协助 － 0． 144 0． 047 － 0． 106 3． 055 0． 002

家庭支持 － 0． 189 0． 056 － 0． 119 3． 385 0． 001

就业心理压力
目标专注 － 0． 116 0． 055 － 0． 078 2． 105 0． 036

情绪控制 － 0． 347 0． 035 － 0． 344 9． 869 0． 000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地位压力、
学习压力、就业心理压力，均无男女性别差异，而在

体能和生活压力上，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大学生

心理压力感存在户籍差异，除了体能和生活压力维

度外，来自乡镇和农村学生的压力感高于来自城市

的学生。车文博等［9］调查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类似，

即来自乡村的大学生在家庭、择业和学校环境方面

的压力感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龚勋等［10］研究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另外，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

理压力感在家庭收入水平上存在差异，即在心理压

力的各维度上，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感受到的心理压

力感越小，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感

越高。衡书鹏［11］研究认为心理压力感方面，贫困生

在经济与地位压力、人际交往压力和体能与生活压

力上高于非贫困生; 学业压力和就业心理压力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心理韧性是个体应对压力、挫折、创伤等消极生

活事件的能力或特质，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

子［12］。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除个别维度之间无显

著相关，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各维度与心理韧性各

维度之间均呈负相关。姬彦红［13］调查研究也表明

心理韧性与压力事件呈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心

理韧性各维度对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各维度存在影

响，即心理韧性各维度对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存在负

向预测作用，特别是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因子，对心

理压力感多个维度，均有较高的负性影响。因此，在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须有针对性地注意心理韧

性的培养，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及应对各种压

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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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对心理症状水平的影响

李晋文 傅文青

【摘要】目的 研究医学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症状水平的影响。方法 运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与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 CEＲQ － C) 对江苏某大学医学部 586 名本科生进行调查，按 SCL －90 界值分组后进行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比较，并对两个工具各因子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医学生阳性组( SCL － 90 总评分 ＞ 160 分) 较

多运用责难自己、沉思、灾难化策略，而较少运用理性分析策略;②不适应性调节策略与 SCL － 90 各因子分及总均分

呈正相关( P ＜0． 01) ，其中，沉思和灾难化与各因子分及总均分正相关; 责难自己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精神病性及总均分正相关( P ＜0． 01) ，与躯体化、敌对呈正相关( P ＜ 0． 05) ;③灾难化、责难自己、沉思三种策略可

联合预测心理症状水平 15． 9%的变异程度。结论 医学生越多运用不适应性调节策略，其心理症状水平越高。
【关键词】 医学生; 认知情绪调节; 心理症状水平

中图分类号: Ｒ395． 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886 / j． issn． 1007-3256． 2014． 06． 020

Impac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n mental symptom level of medical students
LI Jin － wen1，FU Wen － qing2

1Suzhou Minkang Hospital，Suzhou 215137，China
2Clinical Psychological Institute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n mental symptom level of medical students．Methods
Medical students of Soochow universit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Symptom Checklist 90 ( SCL － 90) and Cognitive Emotion Ｒegulation

Questionaire － Chinese Version( CEＲQ － C) ． Ｒesults ①The medical students who scored greater than 160 on SCL － 90 adopted more
self － blame，rumination，and catastrophizing，while less putting － into － perspective．②Maladaptive strategy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ach factor marks and total mean marks of SCL －90( P ＜0． 01) ，meanwhile，rumination and catastrophizing positively re-
lated to each factor marks and total mean marks remarkably，whil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self － blame with obsessive － compulsive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本研究选取了身在校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心

理压力的状况及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理韧性在减轻心理压力感方

面具有作用。但研究结果能否在其他人群中使用，需

要进一步的验证。另外，心理韧性在减轻压力感方面

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以往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如何能有效地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心

理韧性。这些都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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