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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和消极事件应对方式 

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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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的特点，研究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 

对方式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方法 以五城市的5870名中学生为被试，采用心理压力问卷、消极事件应 

对方式量表和简明心境量表进行测量。结果 ①心理压力各因子平均分显示青少年升学压力较大[(3．31 

±0．91)分]；应对方式平均分显示青少年更倾向于用外向的应对方式应对消极事件。②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家庭压力男生[(2．11±1．25)分]显著高于女生[(2．04±1．19)分](P≤0．05)，升学、形象压力均女生 

显著高于男生(P<0．O1)；女生较男生更倾向于用外向的应对方式[(3．11±0．77)分 VS(2．77±0．81)分] 

(P<0．O1)；随着年级增长，青少年除家庭压力外的其他各种心理压力增大 ，并逐渐倾向于内向的应对方 

式。③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对情绪的回归分析表明，各种心理压力对消极情绪有正向预测效应 ，对积极情 

绪有负向预测作用(P<0．001)；外向应对方式对积极情绪有正向预测效应，内向应对方式对消极情绪有 

正向预测效应(P<0．001)。结论 青少年升学压力较大，男生和女生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特 

点 ，随着年级的增高青少年除家庭压力外的其他压力都呈升高趋势，同时青少年对消极事件逐渐转向内向 

的应对方法。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情绪有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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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understand adolescent’S mental stress，coping style and their correlating with 
emotion．Methods This research，in order to be tried with 5870 middle school students，adopt Mental Stress 

Questionnaire，Coping Style Scale and Profile of Mood States．Results Compared with male students，female 

students had higher scores on stress from school work achievement and appearance(P<0．05 1 and lower scores on 

， stress from family[(2．04±1．19)VS(2．11±1．25)](P<0．05)，also they had higher sores on extra—coping style 

[(3．11±0．77)VS(2．77±0．81)](P<0．01)．Compared with lower grade students，higher 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scores on all mental stress except stress from family，while they had lower scores on extra—coping style(P 

<0．01 1．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high scores on mental stress and intro—coping style 

could predict negative emotion(P<0．O1)，and extra—coping style could predict positive emotion(P<0．O1)． 

Conelusio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fiered more stress from school work achievement than from other as— 

pects．Students who differed in sex，grad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t scores on mental stress and coping style．Men— 

tal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could predict adolescents’emo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 Mental stress； Coping Style； Emotion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情绪 

状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因此研究影响青少年情 

绪状态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情绪相互作用的机制 

具有重要的意义。青春期情绪问题的发展变化受到生 

理、心理迅速发展的影响，同时，青春期是由儿童向成 

人发展的时期 0̈ J，青少年面临着升学 、择业 ，与父母 

关系调整，与同龄人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等许多的压 

力和挑战，这些压力以及青少年应对压力的方式会对 

青少年的情绪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对心理 

压力和消极事件应对方式这两个影响青少年情绪的因 

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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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本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汕头大学在 

2005年进行的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汕头、昆明5城 

市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的一部分 。调查的对象是 

上述五城市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的中学生，年龄范 

围为 13～18岁，平均年龄为 16周岁。采用分层抽样 

和整群方便抽样的方法获得有效问卷5870份，其中男 

生 2813名，女生 3057名；初一 1395名，初二 1636名， 

高一 1491名，高二 1348名；北京 1270名，上海 1171 

名，广州 1196名，汕头 1155名，昆明 1078名。 

二 、方法 

1，测量工具：(1)心理压力问卷 J，为“1=毫无 

压力”到“5=压力很大”的利克特五点式量表，量表包 

含 15个题目，量表包括家庭压力、升学压力、学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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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青春期压力和形象压力五个因素，总量表信度为 

0．85。(2)消极事件应对方式量表，为“1=完全没有” 

到“5=每天都有”的利克特五点式量表，量表包含外 

向应对方式和内向应对方式两个因素，每个因素各包 

含三道题目，本次调查总量表信度为0．61。(3)简明 

心境量表(POMS) ，为“1=完全没有”到“5=每天 

都有”的利克特五点式量表，由 l4个题目组成 ，量表 

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因素，积极情绪5题，消极 

情绪 9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总量表信度为 0．62。 

(4)一般情况量表，包括被试的性别，年级，所在城市 

等。 

2．施测方法：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 

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由主试施测。 

3．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3．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结 果 

一

、青少年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的总 

体状况 

心理压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压力各 

因素总体平均分和标准差分别为：家庭压力(2．07± 

1．22)分，升学压力 (3．31±0．91)分，青春期压力 

(2．01 4-0．78)分，学校压力(2．17-t-O．83)分，形象压 

力(1．90 4-1．01)分。结果显示，青少年升学压力最 

大，处于略有压力到压力较大的范围。 

青少年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得分为，外向应对 

(2．94 4-0．81)分，内向应对(2．77-t-O．86)分，得分都 

处于“很少有”到“有时有”的范围内。 

二、青少年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的性 

别差异 

运用方差分析比较男女生在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 

件应对方式各因素上的平均分。结果显示，男女中学 

生在青春期和学校压力上分数差异无显著性 (P> 

0．05)，在家庭压力上男生的平均分显著高于女生(P 

<0．05)，在升学压力和形象压力上女生的平均分显著 

高于男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P<0．01和 P<0．01。 

消极事件应对方式上 ，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外向 

的应对方式(P<0．01)。见表 1。 

三、青少年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的年 

级差异 

运用方差分析比较各年级中学生在心理压力和对 

消极事件应对方式各因素上的平均分。结果显示，不 

同年级的中学生在心理压力的五个因素上都有显著的 

差异，除家庭压力外，其他心理压力都随年级升高而升 

高。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上各年级中学生有显著差 

异，具体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增高，中学生越来越倾向于 

内向的应对方式，外向的应对方式用的越来越少。见 

表 2。 

表 1 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应对方式的性别 

差异(分， ±s) 

四、心理压力、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与情绪的相 

关分析 

对心理压力、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与情绪进行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各种心理压力均与积极情绪成 

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成正相关(P<0．01)；对消极事件 

的外向应对方式与积极情绪成正相关(P<0．01)，与 

消极情绪成微弱的负相关(P<0．05)；内向的应对方 

式与积极情绪成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成正相关 (P< 

0．01)。见表 3。 

表 3 心理压力、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与情绪 

的相关分析 (n=5870，r值) 

积极情绪一0．084 一0．195 一0．229 一0．25l 一0．174 0．394 一0．286 

消极情绪 0．130 0．443 0．403 0．441 0．275 一0 026 0．603 

五、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对情绪的 

多元回归分析 

分别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为因变量，把心理压 

力的五个因子和内、外向应对方式引人回归方程进行 

逐步回归分析，考察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对中学生情 

绪的影响，结果显示心理压力和应对方式各因子均对 

情绪有显著的预测效应(P<0．01)。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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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心理压力和对消极事件的应对方式对情绪 

的多元回归分析 

讨 论 

青少年升学方面的心理压力最高，而家庭压力、青 

春期压力、学校压力和形象压力基本处于压力较小的 

水平，说明当前青少年的心理压力主要来 自升学和考 

试，较重的课业负担和激烈的考试竞争可能是造成这 

种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这个结果也与以往一些国内 

的研究结果一致 J，表明学业压力过大的问题应该引 

起教学及相关人员的重视，尽量减少由于学业及升学 

压力过大对青少年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的不良影响。 

青少年在家庭压力上得分的标准差最高，这可能与此 

因素包含的题目有关系(包含的题 目分别为父母不和 

造成的家庭问题、父母离异和家庭经济困难)，由于青 

少年家庭环境差异较大，不同的家庭环境会对青少年 

感受到来 自家庭的压力有重要影响。男女生的心理压 

力有不同的特点，女生感受到的升学压力和形象压力 

高于男生，这可能由于女生比男生对学习成绩和外形 

更为看重。男生感受到的家庭压力高于女生。青少年 

除家庭压力外的各种心理压力均呈现出随年级增高而 

增加的趋势，其中青春期压力在高一时期达到最高值， 

在高二时略有下降，但与高一没有显著差异；升学压力 

和形象压力方面，高中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生。 

青少年总体更倾向于外向的应对方式应对消极事 

件。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倾向于用外向的应对方式 ，这 

可能由性别的特点决定，女生可能更喜欢以哭泣或倾 

诉的方式来缓解由消极事件带来的情绪上的影响。随 

着年级的增高，青少年则越来越倾向于用内向的应对 

方式应对消极事件。 

相关分析表明，心理压力与青少年的情绪之间，消 

极事件的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情绪之间均有密切的相 

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各种心理压力均对青少年 

积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对其消极情绪有正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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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比之下心理压力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更强， 

其中升学压力对消极情绪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学校压 

力，这可能由于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考入理想 

的学校，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所以这两方 

面的压力会对他们的消极情绪产生重大的影响。青少 

年对消极事件运用外向的应对方式对积极情绪有正向 

预测作用 ，对消极情绪都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对消极 

事件采用外向的应对方式有利于调节不良情绪和发展 

积极情绪和良好心态。内向的应对方式则对消极情绪 

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积极情绪无预测作用，说明以 

“憋在心里，忍住不哭”等方式应对消极情绪是不利于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事件和应激行为会对其情绪以 

及成年后的精神和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j，对带给 

青少年的生活压力以及应对压力的方式应得到各方面 

的重视。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 ，也是引起青 

少年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的主要源头  ̈，教育工作者 

应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升学压力和师生、同学关 

系等来自学校的压力对青少年情绪产生的消极影响， 

同时，应该对经历重大消极事件和有情绪问题的学生 

提供帮助，通过外向的、有效的应对方式来减少消极事 

件对他们情绪产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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