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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激与健康
·

大学毕业生应激性事件
、

个性
、

社会支持与心境的关系

迟松
’

林文娟

【摘 要 】目的 考察应激性事件
、

个性
、

社会支持对大学毕业生心境的作用
。

方法 采用修订后的简明心境

量表
、

自编的大学毕业生应激性事件问卷 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版
一

等测量工具

对 名大学毕业生的心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定
,

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

结果 应激性事件对大学毕业生的负性心境有较多的直接作用
,

而对活力状态作用较小
,

多通过间接途径产生
。

社会支持对大学毕业生的负性心境多通过个性的间接途径产生
,

且影响较小
,

而对活力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

个

性是应激性事件
、

社会支持与心境状态的重要中介因素
。

结论 应激性事件和社会支持分别是负性心境和活力

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
,

个性是它们的中介因素
。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应激性事件 横断面研究 个性 社会支持 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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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
,

应

激性事件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

大学毕

业生处于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特殊时期
,

将面临更多的

应激和压力
,

其心理健康水平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

面

对应激性事件时
,

具有良好人格特性的个体会采用积

极的应对方式
,

因此不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

个体

的情感虽然具有可变性
,

但是却具有跨时间和地域的

稳定性
,

心境状态的变化其实就是一种人格特性的

反映
。

此外
,

人格特性与社会支持也密切相关
,

外向

性个体的社会网络系统相对多于神经质的个体
,

社会

支持的利用度也相对要高〔习 ,

而适度的社会支持是决

定个体能否适应于应激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司。

缺乏社

会支持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应激源
,

可使个体长期产生

孤独感闭 ,

因此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心境状况也有重要的

预测作用
。

尽管应激性事件
、

人格特质
、

社会支持与心境之间

均存在一定的关系
,

三者对心境的综合作用却报道不

多
。

由于应激性事件对正负性情感的作用可能并不相

同〔 ,

本研究通过分别对正负性心境及其影响因素建立

结构模型
,

旨在发现各种影响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心境

的作用途径及作用大小
,

以期为该群体的心理健康指

导提供一定的帮助
。

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项 目
一 一

资助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墓金项 目资助 〔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脑一行为研究中心
,

心理健康重点 实验室 通讯作者
一

啊
现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神经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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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测试样本为北京
、

青岛
、

济南和成都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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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岁 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未填写性别的缺失值 人
。

测试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调查的实施采用集体测试与

个别测试相结合的方式
,

由各所院校的辅导教师及班

干部在该时间阶段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完成
,

测试主要

在课间休息时完成
。

工具

修订后的简明心境状态量表 由焦虑
、

抑郁
、

愤怒
、

疲劳
、

困惑和活力 个维度构成
,

其中活力

为正性心境
,

其它 种心境为负性心境
,

修订后的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

本研究中将 种负性心

境合并计分反映负性心境
,

活力维度单独计分
。

应激性

事件问卷 由学习压力
、

求职压力
、

日常生活困

扰
、

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 个因子组成
,

共 个条目
。

问卷的 二 。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

明
,

问卷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 , 卜
,

。 一

由钱铭怡等修订
,

共包括

神经质
, 、

外向性
, 、

精神质
,

和掩饰
,

个分量表
,

共 个项 目
,

本研究采用 和 两个分量表计分
。

社

会支持量表采用 肖水源编制的 自评量表 『, ’ ,

共包括

个条目
,

客观支持
、

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

度
。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由姜乾金编制
,

共包括 个

条目
,

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 个因子
。

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法
,

软件

版 完成
,

其它统计过程采用 软件进行 检

验
、

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
。

总体支持及应激性事件得分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

见表
。

从表 中可见
,

活力状态与
一 、

消极应对

及应激性事件之间均为负相关
,

与
一 、

积极应对方

式及总体支持之间均为正相关
。

各种负性心境以及负

性心境总分与
一 、

消极应对及应激性事件之间均

为正相关
,

与
一 、

积极应对方式及总体支持之间均

为负相关
。

但以上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强度都比较小
,

大部分相关系数小于
。

表 各量表的得分及男女间的比较 厄

因素

负性心境

焦虑

抑郁

疲劳

愤怒

活力

困惑

人际关系

求职压力

学习压力

重要事件

日常困扰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男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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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士

士

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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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士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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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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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

士

士

士

土

女

土

土

士

土

土 】

土

士

士

士 、

一

士

士

土

一 土

土
‘

一
‘

士

士

】土

士

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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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一
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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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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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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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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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

乃

表 心境状态与人格
、

应对
、

支持及应激间的相关 川

负性心境 活力 焦虑

结 果

各量表的得分清况

按性别分组对各量表进行 检验
,

结果显示
,

女生

焦虑心境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称
,

而活力的得

分显著低于男生
。

尽管女生总体负性心境的

得分也高于男生
,

但差异没有显著性
。

在应激性事件

中
,

男生学习压力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

而重要事件的

得分明显少于女生 均
。

此外
,

女生在消极的

应对方式
、

神经质以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得分均显

著高于男生
,

见表
。

相关研究统计结果

将心境状态的得分与
一 、 一 、

应对方式
、

一 材 时

, 一

一
一

一 ”

石 ” 一

抑郁
一 ,

帕

一

一

二

疲劳
一 二

二

一 ‘

”

一 二

二

愤怒
一

一

一 “

“

一 二

“

困惑
一

住

住

一 “

一 材

’

刃‘伟
、

厂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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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格特质的反

映
,

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
,

因此将应对方式与人格特

性合并作为个性因素与社会支持及应激性事件进行两

两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

由表 可见
,

社会支持与应

激性事件之间负相关 社会支持与
一 、

积极应对之

间正相关
,

与
一

负相关 应激性事件与
一 、

积

极应对之间负相关
,

与
一

正相关
。

但同样
,

以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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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强度都很低
,

属于很弱的相关
。

表 个性
、

社会支持及应激性事件间的相关

社会支持

应激性事件
一

一 ”

积极应对
二

一 令

消极应对 社会支持
一

一 ‘

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社会支持和个性在应激性事件与心境之

间是否担任中介作用
,

以总体负性心境和活力状态为

结果变量
,

应激性事件为原因变量
,

社会支持和个性分

别为中介变量向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见
,

社会支持
、

个性与应激性事件同时向结

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
,

应激性事件的 值均较其

单独向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有所下降
。

除了活力

状态回归方程 中
,

以个性为中介变量时应激性事件

值的下降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外
,

其余 值

的下降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尸
。

由于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格特性密切相关
,

因此人格特性可能为社会支持与心境之间重要的

中介变量
。

以总体负性心境和活力状态为结果变量
,

社

会支持为原因变量
,

个性为中介变量向结果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
,

结果见表
。

从表 中可见
,

社会支持的

值较其单独向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有所下

降
,

其中活力状态 回归方程中 值的下降具有统计

学意义
。

表 原因变量
、

中介变量对心境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负性心境

活性状态

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

个性

个性

社会支持

个性

个性

原因变量

应激性事件

应激性事件

社会支持

应激性事件

应激性事件

社会支持

一

一

一

一

⋯

帕

一

幼

一
二

负性心境与应激性事件之间还应存在其它路径
。

活力

状态的回归分析显示
,

个性介导的原因变量应激性事

件的 值未出现显著下降
,

因此个性应为应激性事

件与活力状态的完全中介变量
,

而社会支持和个性分

别为应激性事件与活力状态
、

社会支持与活力状态的

部分中介变量
。

根据上述结果
,

分别对负性心境和活力状态模型

进行假设 应激性事件与负性心境之间既存在直

接作用途径
,

还通过个性和社会支持两种中介途径实

现 应激性事件主要通过个性和社会支持的中介途径

作用于活力状态 社会支持既可以通过个性因素
,

又可以直接作用于活力状态
,

而只能通过个性因素作

用于负性心境
。

由于男女在活力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
,

将性别虚拟后作为外源潜变量进人活力状态的关系模

型
。

模型的验证和分析

负性心境和活力状态模型的验证结果均显示出较

好的拟合数据 其中负性心境 今 一
,

, ,

活力状态
, , , 。

在

负性心境的结构模型中
,

应激性事件对负性心境的直

接路径系数为
,

通过个性和社会支持的间接路径

系数分别为 和 个性因素对负性心境的直接

路径系数为 社会支持通过个性的间接其路径系

数为一
。

在活力状态的结构模型中
,

应激性事件通

过社会支持和个性的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
一

和为
一

社会支持对活力状态的直接路径系数为
,

通

过个性介导的间接路径系数为 个性和性别对活

力状态的直接路径系数分别为
一

和
一 。

模型的设定和检验

模型的假设

在负性心境的回归方程中
,

个性介导的原因变量

社会支持的 值未出现显著下降
。

根据 的

理论
,

如果原因变量的 值未出现显著下降
,

说明

原因变量完全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
,

因此个

性因素应为社会支持与负性心境之间的完全中介变

量
。

同样
,

如果原因变量的 值出现了显著下降
,

说

明中介变量只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

因此
,

社会支持

及个性应为负性心境与应激性事件的部分中介变量
,

个个性性

应应激性事件件

社社会支持持

图 应激性事件
、

个性
、

社会支持与负性心境的路径图

」亘画」

图 应激性事件
、

个性
、

社会支持与活力状态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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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认为正负性情感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

一定差异
。

本研究发现
,

各种影响因素在负性心境和

活力状态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上均有所不同
。

应激性事

件可对大学毕业生的负性心境产生较大影响
,

它既可

通过直接途径
,

又可通过个性和社会支持的间接途径

发挥作用
,

其直接作用大于通过个性 和

社会支持 的间接作用
。

因此
,

尽管人格特

性能够影响个体对应激性事件的评价继而决定其应对

方式
,

但其作用相对局限
,

大学毕业生的负性心境可

能更多来源于应激性事件的直接作用
。

与负性心境相

比
,

应激性事件对大学毕业生活力状态的影响较小
,

主

要通过个性和社会支持的间接途径产生
。

应激性事件

对活力状态的作用途径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

即

具有良好人格特性的个体在面对应激性事件时更容易

保持心理健康
。

与预期假设不同
,

社会支持更多通过个性的间接

作用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负性心境
,

且作用较小
,

这与社

会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某些应激源对负性情绪的作用这

一观点不同【司 ,

与以往研究中缺乏社会支持本身就可

能是一种应激源
,

可使个体长期产生孤独感的观点亦

有所不同「刀。

结论上的差异可能与研究的应激性事件

类型有关
,

大学生的应激性事件如学习压力对心境的

影响更多需要 自我克服
,

因此社会支持的作用可能并

不显著
,

因此预防大学毕业生负性心境的关键在于减

少他们的应激性事件
。

与负性心境相 比
,

社会支持对大

学毕业生的活力状态有较多的影响
,

而且直接和间接

作用途径并存
,

其直接途径大于通过个性的间接途径
,

因此无论大学毕业生的个性如何
,

加强社

会支持都可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活力状态
。

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
,

个性是应激性事件
、

社会支持与心境的重要中介因素
,

与负性心境和活力

状态之间都存在较高的路径系数
,

说明个性对大学毕

业生的心理健康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

在以往的研究

中
,

认知评价被认为是引起个体应激反应的重要通路

问
,

本研究未将其纳人模型之内
,

因此该模型尚存在一

定的不足
,

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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