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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激与健康
·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特点
迟松

’
林文娟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特点及其与心境的关系
。

方法 采用 自编的大学毕业班

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和修订后的简明心境状态量表在 个时点对该群体的应激性事件及心境进行测评
。

结果

学习压力在学生毕业前 个月 比毕业前 个月时显著减少
,

而求职压力却显著增加
。

学

习压力始终为大学毕业班学生前两位的应激源
,

求职压力只是毕业前 个月时的重要应激源
。

考研组的学习压

力始终较高
,

而求职压力相对较低
。

毕业班学生的活力状态逐渐下降
,

组间差异显著 称
。

结论 学习压力

是大学毕业班学生持久且重要的应激源
,

而求职压力的作用时间较短
。

组别不同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在应激性事

件及心境状态上均有所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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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研究认为处于环境转变期的个体往往会产

生较多的情绪体验
。

大学毕业班学生处于向社会转

型过渡的时期
,

由于理想的工作与现实的工作常不相

符
,

继续研究生学业对许多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个充

满情绪体验的过程
。

因此
,

该群体可能面临较大的应

激和压力
,

其心理健康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

已知心境是

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容
,

在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
“

精英

教育阶段
”

向
“

大众教育阶段
”

转变的时期
,

对大学毕

业班学生进行应激性事件的观测
,

并探讨其与心境的

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由于心境不像人格那样稳

定
,

具有一定的可变性
,

单纯从静态某一时点考察应激

性事件与心境的关系具有一定片面性
。

因此
,

本研究对

大学毕业班学生的应激性事件及心境状态进行了动态

测评
,

旨在找出该群体应激性事件的特点及其与心境

之间的关系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初次测试样本为来 自四个城市 所大学的

名应届毕业生
,

共涉及 个学科方向
。

其中男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未

填写性别的缺失值 人
。

第二次测试时
,

由于实习和

外出等原因造成部分样本的丢失
,

最终共获得 例

信息完整的有效样本
。

按照考研
、

免试推荐研究生和非

考研分为三组
,

其中考研组 人
,

推荐组 人
,

非考

研组 人
。

方法

采用 自编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和修

订后的简明心境状态量表为调查工具
。

应

激性事件问卷的编制参阅了国内外大学生应激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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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了

个因子 学习压力
、

求职压力
、

日常生活困扰
、

人际关

系和重要事件
。

问卷各因子的重测信度在 一

之间
,

系数为
。

效度检验结果表明
,

问卷各因子与 中抑郁
、

焦虑心境为显著正相

关 相关系数多在 刁 之间
,

考研组和非考研组

在学习压力和求职压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验证性因

素 分 析 指 标
、 、

均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

问卷按照事件是否发生

分为从未发生和发生过两类
,

计分方式可分为应激频

率和应激量两部分
。

应激量的计分方式为 发生过的事

件按照影响程度分为 级评价
,

即无影响
、

轻度
、

中度
、

较严重
、

重度
,

未发生的事件

按照无影响来计算
,

得分越高表明影响越大
。

应激频率

的计分方式为 无论影响大小
,

发生过即记 分
。

由焦虑
、

抑郁
、

愤怒
、

疲劳
、

困惑和活力 个维

度构成
,

其中活力维度反向计分
,

项 目按照 级评价分

别计 一 分
,

得分越高心境越差
。

初次测试时间为 一
,

再次测试时间为

一
。

应激性事件的特点采用应激量的计分方

式
。

采用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

配对的

检验
、

方差分析为主要的统计方法
。

结 果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特点

采用配对 检验对大学毕业班学生的应激性事件

进行 自身比较
,

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见
,

考研组和

非考研组的学习压力以及 日常生活困扰在第二次测试

时均显著减少
,

而求职压力却显著增加
,

但推荐组则无

显著变化
。

由于各因子的项 目数并不相同
,

用各因子的

总应激量进行因子间比较缺乏准确性
,

因此将应激性

事件问卷各因子的总应激量分别除以相应的项 目数
,

得到各因子的平均应激量 见表 括号内数据
,

再进

行比较
。

结果显示
,

学习压力和 日常生活困扰是初次测

试时各组大学毕业班学生前两位的应激源
,

而求职压

力的平均应激量较低
。

第二次测试时
,

尽管多数大学毕

业班学生的学习压力比第一次测试时显著减少
,

但仍

是各组毕业班学生前两位的应激源
。

而求职压力成为

非考研组得分最高的应激性事件
,

在考研组也仅次于

学习压力
,

说明求职压力在第二次测试时成为多数毕

业班学生重要的应激源
。

应激性事件的组间比较结果显示
,

初次测试时
,

大

学毕业班学生在求职压力和学习压力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 尸狱 ,

其中考研组的学习压力最大
,

推荐组的

学习压力最小
,

而考研组的求职压力显著低于其它两

组
,

非考研组和推荐组的求职压力则无显著差异
。

再次

测试时
,

考研组与非考研组在学习压力上的差异不再

显著
,

但仍明显高于推荐组
。

与初次测试不

同
,

考研组的求职压力在第二次测试时有所增加
,

显著

高于推荐组
,

但仍显著低于非考研组
,

见表
。

三组在其它应激性事件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

大学毕业班学生心境状态的变化特点

采用配对 检验对大学毕业班学生的心境状况进

行 自身比较
,

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见
,

大学毕业班

学生的多数负性心境一
一焦虑

、

抑郁
、

愤怒
、

疲劳和困

惑 个维度在 测试点要好于 测试点
,

其中推荐

表 两个时点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自身及组间比较
,

天土 平均应激量

考研组 非考研组 推荐组 闷

因子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尺

人际关系 土 上 士 土 壮 士

求职压力 肚 土
一

土 肚
一 一 士 士 “ “

学习压力 肚 处 种 处 土 “ 社 士 “

重要事件 土 土
一 士 土

一

士 士

日常困扰 土 肚 , “ 阅士 处 ” 上 肚
, ,

初次测试组间比较
,

二次测试组间比较
,

下表同
。

表 两个时点大学毕业班学生心境状态的自身及组间比较阮士

考研组 非考研组 推荐组 闷

维度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初次测试 二次测试 凡 凡

焦虑 土 闷 土 一
上 土 土 名 土 乃

‘ ‘

抑郁 土 士 名
一 士 士 土 闷 士 一

疲劳 士 土 土 土 土 闷 士 名 」

愤怒 士 土 土 土 士 土 一

活力
一 士 一

土 一 一 土 阅土 一 一 土 士
一

困惑 士 厂 土 土 士 土 八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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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焦虑维度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 而活

力状态在 测试点反而比 测试点降低
,

其中考研

组两次活力维度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
。

心境状态的组间比较结果显示
,

大学毕业班学生

仅在初次测试的活力状态和再次测试的焦虑心境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
,

其中考研组的活力状态显

著好于非考研组
,

与推荐组相 比无显著性

差异
,

推荐组在第二次测试时焦虑心境明显少于其它

两组
,

而其它两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毕业班学生心境的影响可能不同
,

因而动态地对应激

性事件及心境状态进行探讨可对横断法的静态研究进

行补充和说明
,

也为 日后针对该群体的应激与心理健

康进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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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大学毕业班学生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后备受关

注的一个群体
。

国外有研究发现
,

寻找工作
、

经济压力

以及寻求研究生学校是大学毕业班学生最为关注的事

件
。

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

学习压力是该群体重要的应

激源
,

其作用时间相对较长
,

这与我国其它年级大学生

的研究结果一致
,

说明在社会转型之际
,

学业的优 良

与否已成为我国大学生毕业生甚为关注的事件
。

与其

它两组相比
,

考研组在初次测试时学习压力最大
,

而求

职压力最小
,

尽管再次测试时求职压力有所增加
,

但仍

小于非考研组
,

这可能与考研组希望通过继续学业改

善 自身的状况
,

因此对 自身职业的关注较少有关
。

由于

继续学业相当于对未来收人的有效投资
,

我国大学

毕业班学生已逐渐将考研作为未来重要的选择
,

对该

群体进行适时的心理帮助和指导将有利于他们身心健

康的发展
。

与学习压力相比
,

求职压力仅在第二次测试时成

为大学毕业班学生重要的应激源
,

这与以往寻找第一

份工作的年轻人往往比正在工作和读书的同龄人心理

健康水平低这一结论存在差异。’。

由于心境是心理健

康重要的内容
,

该结果是否能说明我国大学毕业班学

生在充满就业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尚能较乐观地对待这

一应激性事件尚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

与我们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 ,

大学毕业班学生

的负性心境呈现逐步好转的趋势
,

而活力状态则有持

续下降的趋势
,

活力状态 的下降具有显著性意义
。

认为
,

兴奋
、

机敏和躯体富有力量是活力维度

的特点
,

在他的研究中
,

活力仅与抑郁和疲劳维度轻度

负相关
,

与愤怒
、

困惑和焦虑维度无相关性
。

因此
,

活力

状态可能为一种特殊的心境状态
,

引起活力状态变化

的因素可能与引起其它维度心境变化的因素不同
,

这

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

总之
,

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的发生具有一

定的时间特点
。

由于应激性事件在不同的时点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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