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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

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onnor-Davidson
 

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10)、eHEALS
量表对安徽省芜湖市某高校 108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男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与心理弹性总分均显

著高于女大学生( t= 2. 65,P<0. 05;t= 4. 90,P<0. 05),女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t = -7. 55,P<
0. 05)。 高年级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总分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 年龄在 21 岁 ~ 的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总

分显著高于 17 岁~与 19 岁~的大学生。 自评学习压力较大的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显著高于自评学习压力较小

及中等者,而心理弹性总分却显著低于压力中等及较小者。 心理弹性与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关( r = 0. 29,
P<0. 05);压力知觉、电子健康素养与心理弹性均呈显著负相关( r= -0. 24,P<0. 05;r= -0. 57,P<0. 05)。 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54. 17%。 结论 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压力知觉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

生电子健康素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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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ress
 

perception,mental
 

resilience
 

and
 

e-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tress
 

Perception
 

Scale,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Elasticity
 

Scale
 

(CD-RISC-
10)

 

and
 

the
 

eHEALS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1083
 

colleg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Wuhu,Anhui
 

provinc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e-health
 

literacy
 

and
 

mental
 

resilience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 2. 65,P<0. 05;t = 4. 90,P<0. 05),and
 

the
 

total
 

score
 

of
 

stress
 

percep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t= -7. 55,P<0. 05). The
 

total
 

score
 

of
 

e-health
 

literacy
 

of
 

senior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The
 

total
 

score
 

of
 

e-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ged
 

2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llege
 

students
 

aged
 

17~
 

and
 

19~ .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with
 

high
 

self-rated
 

learning
 

pressu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low
 

and
 

medium
 

self-rated
 

learning
 

pressure,while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ith
 

medium
 

and
 

low
 

self-
rated

 

learning
 

pressure.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resili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e-health
 

literacy
 

( r= 0. 29,P<0. 05);The
 

total
 

score
 

of
 

perceived
 

stress,the
 

total
 

score
 

of
 

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
 

and
 

the
 

total
 

sco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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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 r= -0. 24,P<0. 05;r= -0. 57,P<0. 05). The
 

results
 

of
 

media-
ting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tress
 

perception
 

and
 

e-health
 

literacy,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54. 1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Ment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e-health
 

literacy. Perceived
 

stre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s
 

e-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E-health

 

literacy;Perception
 

of
 

stress;Mental
 

resilience;College
 

students

　 　 电子健康素养( 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是指

个体利用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渠道获取、理解、利用

信息解决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1] 。 大学期间,既
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时期,也是培养电子健康

素养的重要阶段。 目前,研究显示大学生电子健康

素养合格率仅为 22. 97% ~ 32. 6%[2-3] ,处于较低水

平。 提高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不仅有助于个

人健康,对于国家而言,有助于提高国民整体健康

素养水平。 压力是影响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的压力知觉感知水平越低,则
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4] 。 而心理弹性好的大学

生,其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有效应对不同的

压力,从而缓解压力对自身产生的消极影响[5] 。
目前未见国内外对压力知觉、电子健康素养、心理

弹性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何相互影响的报

道。 本文拟研究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对电子

健康素养的影响,并探究心理弹性在两者之间的中

介作用,为提高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2 年 3 月—
2022 年 5 月,以年级为单位,对芜湖某高校大一至

大四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发放 1185 份

问卷,剔除填写模糊、不完整及规律性作答的无效

问卷 102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083 份, 有效率为

91. 39%。 其中男生 561 人(51. 80%),女生 522 人

(48. 20%);大一 406 人 ( 37. 49%), 大二 351 人

(32. 41%),大三 207 人 ( 19. 11%), 大四 119 人

(10. 99%)。 调查对象年龄在 17 ~ 25 岁, 平均

(19. 29 ± 1. 36 ) 岁。 17 岁 ~ 的 大 学 生 358 人

(33. 06%),19 岁 ~ 的大学生 520 人(48. 01%),21
岁~的大学生 205 人(18. 93%)。
1. 2　 方法

1. 2. 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性

别、年龄、年级、自评学习压力等。 2) 压力知觉量

表(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 本量表

由杨廷忠等[6] 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以 Cohen 等[7]

编制的英文版压力知觉量表( the
 

perceived
 

sscale)
为基础修订,主要适用于评估日常生活中个人对压

力的感知程度。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分值在 1 ~
5 分。 总分越高,提示在日常生活的中个人感受到

的压力越大。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 s
 

α 为
 

0. 78。 3)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

(CD-RISC-10)。 本量表是由 10 个条目构成的简

化版 量 表。 是 Campbell
 

Stells 等 从 Connor 和

Davidson[8]编制的 25 条目的心理弹性量表中提

取,用于测量个体心理弹性水平,由 Wang 等[9] 将

10 个条目的 CD-RISC
 

翻译修订形成中文版量表。
量表各条目记分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分值在

0 ~ 4 分,心理弹性总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总分越

高意味着受试对象的心理弹性越高。 本研究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 903,KMO 值为 0. 927。 4)
eHEALS 量表。 采用信效度较好的郭帅军等[10] 汉

化《电子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该量表共计 8 个条

目,项目计分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分值在 1 ~ 5
分。 eHEALS 量表总分值为 40 分,总分≤32 分为

不合格, > 32 分为合格。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
bach′α 为 0. 919,KMO 值为 0. 904。
1. 2. 2　 施测方式及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由已通过

规范化培训的研究生学院的志愿者担任调查员,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正式

调查前开展 30 份问卷的预试验,在预试验调查中

发现调查对象完成问卷调查的时间在 25 ~ 30min,
所以本次问卷调查作答时间设置为 30min。 为充

分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匿名方

式进行。 问卷填写完毕,现场检查并回收,剔除填

写模糊、不完整及规律性作答的无效问卷,剩余问

卷视作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1.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4. 0 统计学软件和 Process[11] 插件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表示。 采用 t 检验与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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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比较被研究对象压力知觉、心理弹性与电

子健康素养得分的不同;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及电

子健康素养得分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运用 Process 程序检验心理弹性在压

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来验证本研究是

否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经数据分析显示,采用未经

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了 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26. 77%,
低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
2. 2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

不同人口学情况

男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与心理弹性得分

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女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显著

高于男大学生。 高年级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养总

分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 年龄在 21 岁 ~的大学

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显著高于 17 岁~与 19 岁~的

大学生。 自评学习压力较大的大学生压力知觉总

分显著高于自评学习压力较小及中等者,而心理弹

性总分却显著低于压力中等及较大者。 见表 1。
2. 3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相

关分析

心理弹性与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关( r = 0. 29,
P<0. 05);压力知觉、电子健康素养与心理弹性均

呈负相关( r= -0. 24,P<0. 05;r = -0. 57,P<0. 05)。
见表 2。
2. 4　 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

之间的中介作用

压力知觉对电子健康素养存在负向关联(β =
-0. 24,P<0. 05);压力知觉对心理弹性存在负向关

联(β= -0. 57,P<0. 05);同时将心理弹性与压力知

觉纳入回归方程时,心理弹性(β = 0. 24,P<0. 05)
对电子健康素养存在正向关联;压力知觉 ( β =
-0. 11,P<0. 05) 对电子健康素养存在负向关联。
由于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上下限之间均

不包括 0,所以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

养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中介效应

值为-0. 11、-0. 1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4. 17%。

见表 3、表 4。

表 1　 大学生不同人口学特征各量表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n(%)] 电子健康
素养总分

心理弹性
总分

压力知觉
总分

性别

　 男 561(51. 80) 28. 13±6. 12 26. 32±5. 70 38. 59±5. 95
　 女 522(48. 20) 27. 17±5. 76 24. 59±5. 97 41. 26±5. 65
　 t 2. 65 4. 90 -7. 55
　 P 0. 008 <0. 001 <0. 001
年级

　 大一 406(37. 49) 25. 78±5. 87 25. 40±6. 13 40. 10±6. 14
　 大二 351(32. 41) 28. 37±5. 68 25. 32±5. 68 40. 02±5. 90
　 大三 207(19. 11) 28. 98±5. 85∗ 26. 15±5. 46 39. 71±5. 56
　 大四 119(10. 99) 29. 79±5. 61∗ 25. 12±6. 35 38. 95±6. 15
　 F 25. 17 1. 16 1. 28
　 P <0. 001 0. 32 0. 28
年龄 / 岁
　 17~ 358(33. 06) 26. 14±5. 99 25. 18±6. 27 40. 32±6. 21
　 19~ 520(48. 01) 28. 02±5. 89 25. 76±5. 59 39. 73±5. 88
　 21~ 205(18. 93) 29. 46±5. 48# 25. 32±5. 96 39. 49±5. 66
　 F 22. 82 1. 12 1. 58
　 P <0. 001 0. 33 0. 21
自评学习压力

　 较小 97(8. 96) 28. 89±6. 66 26. 63±5. 73 38. 58±5. 86
　 中等 693(63. 99) 27. 69±5. 51 25. 78±5. 69 39. 16±5. 68
　 较大 293(27. 05) 27. 22±6. 68 24. 43±6. 28∗∗ 42. 01±6. 10∗∗

　 F 2. 88 7. 49 27. 40
　 P 0. 06 0. 001 <0. 001

注:与大一、大二相比,∗P<0. 05;与 19 岁 ~、17 岁 ~ 相比,#P<0. 05;与自评学习压

力较小及中等者相比,∗∗P<0. 05。

表 2　 大学生心理弹性、压力知觉

与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量表总分
电子健康

素养总分

心理弹性

量表总分

压力知觉

量表总分

电子健康素养总分 1
心理弹性量表总分 0. 29∗ 1
压力知觉量表总分 -0. 24∗ -0. 57∗ 1

注:∗P<0. 05。

表 3　 心理弹性在大学生压力知觉、
电子健康素养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R R2 F

回归指数显著性

t β

电子健康素养 压力知觉 0. 24 0. 06 65. 13∗ -8. 07∗ -0. 24
心理弹性 压力知觉 0. 57 0. 33 527. 33∗ -22. 96∗ -0. 57
电子健康素养 心理弹性 0. 31 0. 09 55. 38∗ 6. 56∗ 0. 24

压力知觉 -2. 98∗ -0. 11

注:∗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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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相对
效应值

总效应 -0. 24 0. 04 -0. 31 -0. 17
直接效应 -0. 11 0. 04 -0. 18 -0. 02 45. 83%
间接效应 -0. 13 0. 02 -0. 18 -0. 09 54. 17%

3　 讨论

电子健康素养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良好

的电子健康素养不仅能促进民众对网络信息资源

的合理利用,还有利于健康行为的规范及生活质量

的提高[12] 。 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主力军,更加偏爱

通过电子媒介获取健康相关信息[13-14] 。 但目前大

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处于低水平状态[15] ,因此,
探究影响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因素,提高大

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构建

压力知觉、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的结构方程模

型,以中介作用的角度验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提

高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3. 1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不

同人口学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男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显著

高于女大学生。 与许良梅等[4] 研究一致,但与

Escoffery 的研究[16]结论不符。 在 Escoffery 的研究

中性别与个体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
说明发达国家电子健康信息体系已经从理论延伸

至评估与应用,我国仍有待加强。 应对压力时,男
性比女性更容易处理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合理排

解压力[17] ,有利于提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年级、
年龄也是影响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因

素[2] 。 高年级(大三、大四)大学生的电子健康素

养总分显著高于低年级大学生,年龄在 21 岁 ~ 的

大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总分显著高于 17 岁 ~ 与 19
岁 ~ 的大学生。 低年级(大一、大二)、年龄较小

(17 岁~与 19 岁~ )的大学生由于课业繁重,学业

压力大,加之不能辨别网络健康信息的质量,从而

不能有效利用电子信息来解决自身健康问题。
女大 学 生 压 力 知 觉 总 分 高 于 男 性 大 学

生[18-20] ,而男性大学生心理弹性得分高于女大学

生[20] 。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在处理压力性

事件时,由于男性与女性生理特点的不同,使得男

性比女性更具有抗压性。 中国家庭教育理念在传

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家长注重培养男生独立勇

敢、坚毅刚强的优秀品质,女生则为温柔细腻、婉约

可人,使得男生心理弹性高于女生。 自评学习压力

较大的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高于自评学习压力较

小及中等者,自评学习压力较小的大学生心理弹性

总分高于压力中等及较大者。 后疫情时代,线上网

课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新型大学教学模式,使得大

学生线上学习应付了事,线下学习压力倍增[21] 。
学习压力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即学习压力越小,
心理适应力越强,心理弹性越好[22] 。 反之,学习压

力越大,心理适应力越差,心理弹性越差。
3. 2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三

者之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电子健康素养呈正相

关,即:心理适应性越好,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
反之,心理适应能力差,电子健康素养水平随之降

低。 说明心理适应能力好的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时,
善于利用网络或其他资源缓解或解决自身的困境。
压力知觉与心理弹性、电子健康素养均呈显著负相

关,即个体压力感知越强烈,心理适应性越差。 由

于大学生人生阅历匮乏,在应对压力性事件时,往
往不知所措,从而易产生消极情绪,心理适应性降

低,影响其心理弹性。 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呈

显著负相关,即个体压力感知越强烈,电子健康素

养水平越低;反之,个体压力感知越低,电子健康素

养水平越高。 新时代的大学生,不仅需要面对来自

学业、社交等多方面的压力,还有对自己前途的迷

茫和担忧[23] ,可能忽视对自身健康的关注。
3. 3　 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

之间的中介作用

压力知觉对电子健康素养有直接预测的作用,
也可以通过中介变量心理弹性来影响大学生电子

健康素养的水平。 换言之,心理弹性在大学生压力

知觉与电子健康素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
心理弹性是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压力或者困境

时,个体展现出应对多变环境的能力[24] 。 心理弹

性好的大学生,在面对压力时,能够以良好的心态

灵活应对,主动通过网络等多方渠道了解压力相关

知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缓解压力带来的负面影

响,同时对提高个体乃至国民整体电子健康素养水

平有着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心理弹性在大学生压力知觉与电子

健康素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 基于这一结

果,高校应关注大学生压力知觉与心理弹性的状

况,动态评估大学生的压力知觉水平,通过合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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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课时,采取多种形式综合评定成绩等措施,缓解

大学生学业压力,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促进大

学生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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