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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现状，探讨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关系。方法　采用青
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和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ＩＰＣ量表）对３８６名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现
状及关系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１）大学生的心理韧性的条目均分为（３．５０±０．４２）分；ＩＰＣ量表的３个纬度得分
分别为（２８．１８±５．７８）分、（１６．２１±７．６０）分、（１８．５１±６．４４）分。２）女生在心理韧性总分及积极认知、家庭支
持、人际协助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均为Ｐ＜０．０５）；独生子女在人际协助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Ｐ＜
０．０５）；非独生子女在积极认知维度上显著高于独生子女（Ｐ＜０．０１）。３）内控性与心理韧性成中等程度的正相
关（ｒ＝０．４２０，Ｐ＜０．０１），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与心理韧性成中等程度的负相关（ｒ＝－０．４２８，Ｐ＜０．０１；ｒ＝－
０４５７，Ｐ＜００１）。４）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心理控制对心理韧性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
水平较高；性别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心理韧性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心理控制各维度与心理韧性关系密切，可以

用来预测心理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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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韧性［１］或心理弹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是指个体
应对压力、挫折、创伤等消极生活事件的能力或特

质及所拥有的外在资源。心理控制［２］是指人们对

行为或事件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般信念，分为

内控性和外控性，内控性是指人们相信自己应对事

情结果负责，外控性则指人们认为外部因素对事情

结果起主要作用［３］。良好的心理韧性能帮助我们

更好的应对日常工作生活中各种压力和挫折事件；

对事情正确的归因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自己和

他人。有研究［４］指出内控性是心理韧性的有效预

测变量。本文意在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及心理

控制现状，探讨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关系，以便

为提高心理韧性水平提供对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安徽芜湖某医学院校

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获得有效问
卷３８６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６．５％。其中男生 １３９
名，女生２４７名；大一１６４名，大二１４７名，大三７５
名；独生子女１１４名，非独生子女２７２名；家住城市
６２名，城镇１００名，农村２２４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ＲＳＣＡ）　由胡月琴
等［５］编制。该量表共有 ２７个题目，包括目标专
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家庭支持５个
维度。前３个维度为个人力，后 ２个纬度为支持
力。本量表采用５级评分，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５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韧性越好。

１．２．２　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ＩＰＣ量
表）［６］　由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编制。本量表共有 ２４个题
目，由内控性（Ｉ）、有势力的他人（Ｐ）、机遇（Ｃ）量
表３个独立的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有８个题
目。ＩＰＣ量表以７分制评定，从 －３（很不同意）至
＋３（很同意），计算时每个分量表加上２４来抵消
负分。３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６４、０．７７、
０．７８。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
析。具体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ｔ检验、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得分情况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大学生心理韧性条目

均分及各维度条目均分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积极

认知得分最高，家庭支持第二，人际协助和情绪控

制得分最低，结果见表１。大学生心理控制各维度
得分情况见表２。

表１　大学生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
得分情况（ｎ＝３８６，珋ｘ±ｓ）

纬度 得分 条目均分

心理韧性总分 ９４．４６±１１．４４ ３．５０±０．４２

目标专注 １７．７７±３．１９ ３．５５±０．６４

情绪控制 １８．８１±４．１７ ３．１３±０．７０

积极认知 １５．８０±２．７０１ ３．９５±０．６８

家庭支持 ２１．６０±３．２０ ３．６０±０．５３

人际协助 ２０．３５±４．６６ ３．４０±０．７８

表２　大学生心理控制各维度得分情况（ｎ＝３８６，珋ｘ±ｓ）

纬度 得分

内控性　　　 ２８．１８±５．７８

有势力的他人 １６．２１±７．６０

机遇　　　　 １８．５１±６．４４

２．２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不同人口学变量的得分比
较

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对不同人口学变量条件
下的大学生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进行检

验，数据分析发现，女大学生在心理韧性总分及积

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等各维度上得分高于

男大学生（均为 Ｐ＜０．０５）；非独生子女在积极认
知维度上得分高于独生子女（Ｐ＜０．０１）；独生子女
在人际协助维度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Ｐ＜０．
０５）；不同家庭居住地（城市、城镇、农村）的大学生
的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没有差异（Ｆ心理韧性
＝００９，Ｐ＞００５；Ｆ目标专注 ＝００４７，Ｐ＞００５；
Ｆ情绪控制 ＝０１１，Ｐ＞００５；Ｆ积极认知 ＝１６９５，Ｐ＞
００５；Ｆ家庭支持 ＝０９５５，Ｐ＞００５；Ｆ人际协助 ＝１０７０，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见表３。
２．３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相关分析

将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
析。数据分析发现，心理控制的３个维度与心理韧
性的各维度都有显著相关（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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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人口学变量大学生心理韧性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比较

变量 心理韧性总分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男 ３．４２±０．３９ ３．８５±０．６５ ３．５１±０．４７ ３．１８±０．７０

女 ３．５４±０．４４ ４．００±０．６９ ３．６５±０．５６ ３．５１±０．７９

ｔ ２．８７６ ２．１４６ ２．５４９ ４．０９５

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独生子女 ３．５２±０．４３ ３．７９±０．７５ ３．５４±０．５８ ３．５３±０．６８

非独生子女 ３．４９±０．４２ ４．０１±０．６３ ３．６３±０．５１ ３．３３±０．８１

ｔ ０．５１７ ２．９８３ １．５１７ ２．５２５

Ｐ ０．６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２

表４　大学生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控制源
各维度相关分析

纬度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心理韧性

Ｉ ０．４４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５０ ０．３２３ ０．１４９ ０．４２０

Ｐ －０．３３１ －０．２４４ －０．３１８ －０．２６４ －０．２５８ －０．４２８

Ｃ －０．２９６ －０．３６０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８ －０．３０６ －０．４５７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２．４　大学生心理控制对心理韧性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控制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心理韧性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５，内控性对心理
韧性的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有势力的他人、机

遇等外控因素对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

用。回归方程为 Ｙ＝８８．３２０＋０．７４９ａ－０．３１７ｂ－
０．５３２ｃ（ａ指代内控性维度，ｂ指代有势力的他人维
度，ｃ指代机遇维度）。

表５　大学生心理控制对心理韧性的回归分析
因变
量

自变
量 Ｒ２ Ｆ Ｐ 常量 Ｂ β ｔ Ｐ

心理 Ｉ ０．７４９ ０．３７８ ９．３９８ ０．０００

韧性 Ｐ ０．３８６８０．１０７０．０００ ８８．３２０ －０．３１７ －０．２１１ －４．１５１０．０００

Ｃ －０．５３２ －０．２９９ －５．９０８０．０００

３　讨论

以往对大学生的研究中，与心理韧性相关的研

究主要涉及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孤独感、精神信仰、

应对方式、学习适应性、自杀意念等的关系研究；与

心理控制相关的主要涉及心理控制源与家庭教养

方式、抑郁倾向、依恋、自尊及自我效能感等的研

究，研究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关系的文献鲜有。

本研究中大学生心理韧性的条目均分为３．５０
分，根据叶艳胜［７］的划分标准：心理韧性评分≤２．

４４分为低等水平，心理韧性评分≥３．５６分为高水
平，其余为中等水平，由此可知，本研究中大学生的

心理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与王瑛等的结果一

致［８］。在心理控制方面，本研究中大学生得分与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常模［６］相比，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维度

得分偏低，而机遇得分无差别。可能是由于中国的

文化环境比较崇尚集体而非个人，因而与外国大学

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在自主性方面较差，遇到事情

倾向于依赖外部环境以及他人。

在性别变量水平上，本文结果显示：女大学生

在心理韧性总分及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

等各维度上得分高于男大学生，说明女生心理韧性

的整体水平要高于男生，这与韩黎等［９］的结果一

致。可能是因为，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于和同

伴一起活动，遇到问题往往会求助于朋友，并且女

生相对于男生而言是比较弱势的群体，容易得到家

庭或外界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女生的心理韧性水

平比男生高。

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变量上，本研究结果

为：独生子女在人际协助维度上得分高于非独生子

女，非独生子女在积极认知维度上得分高于独生子

女，说明独生子女在人际协助方面状况较好，而非

独生子女在积极认知方面状况较好。可能是因为，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当孩子遇到问

题，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相对较多；而非独生子女

有兄弟姐妹相伴，遇到问题能从不同立场、角度来

分析，因此，在认知会更广泛，相对也更加积极。杨

玉相等［１０］的研究结果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在心理韧

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差异不显著，与本研究结果

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取样的不同。

在家庭居住地变量上，本文结果显示：不同家

庭居住地的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因为当前家庭的养育

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

庭，父母以及老人对孩子都是悉心照顾，所以不同

家庭居住地的孩子的心理韧性水平差异不大。

通过心理韧性与心理控制的相关分析可以发

现，内控性与心理韧性各个维度呈不同程度的正相

关，而有势力的他人、机遇等外控因素与心理韧性

各个维度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由回归分析的结

果可知，心理控制各维度对心理韧性水平的贡献率

为３８．６％，其中内控性对心理韧性有正向预测作
用；有势力的他人、机遇等外控因 （下转第５７页）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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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７页）素对心理韧性有反向预测作用。
心理控制的能解释心理韧性 ３８．６％的变异

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

些内外控的归因习惯来了解其心理韧性水平，以便

我们科学预测其抗挫折能力，及时进行有效的心理

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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