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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对贫困大学生生活压力与

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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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工程学院 ａ．马克思主义学院；ｂ．计划财务处，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９９）

摘　要：采用大学生日常生活压力量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对在江西省某高校随机选取的１０００
名贫困生进行调查。调查显示，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周检出率为１５．２７％，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１０，Ｐ＞

００５）；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ｒ＝０．４１０，Ｐ＜０．０１）；心理弹性在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
调节作用（△Ｒ２＝０．０３２，△Ｆ＝４０．１６３，Ｐ＜０．０１）。因此，提高贫困生的心理弹性可以作为高校贫困生危机干预与预防
工作的内容之一。

关键词：心理弹性；生活压力；自杀意念；贫困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Ｇ４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３７－０４

贫困大学生是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无力缴纳学费以及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基本生活费

不能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标准，日常生活没有保障的大学生［１］。贫困大学生作为大学生队伍中的一个

特殊群体，不仅要面对普通学生所必需面对的各类问题，而且还要承受因经济拮据而带来的生活压力。

所以，贫困大学生相对而言会感受到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而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出现心理问题。相关

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心理问题多于非贫困大学生［２，３］。甚至有研究发现，贫困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４］。但是，贫困并没有给每个贫困大学生都带来消极的结

果。实际生活中，有许多贫困大学生乐观地面对贫困，学业优秀，社会功能完备。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经

济拮据，有的大学生会适应不良，出现心理问题？而有的大学生却适应良好，心理健康？这提示我们，在

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有调节变量的存在。近些年来，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心理的

品质，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有许多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压力与健康之间能起到中介或调节作

用［５，６，７］。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明心理弹性对贫困大学生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

用，以期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贫困生危机干预工作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获得江西省某高校学工处的帮助下，按照该学工处所提供的贫困生名单随机选取１０００名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后获有效问卷９８２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２％。其中男生５０７人，占５１．６３％；女
生４７５人，占４８．３７％。被试年龄为１７～２４岁（１９．３８±１．１２）。
１．２　工具

（１）大学生日常生活压力调查量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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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由刘陈陵（２００２）编制。量表共包含构成大学生日常生活压力源的６３项生活压力事件，各
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１”表示“没有压力感”，“２”表示“很轻的压力”，“３”表示“一般程度的压
力”，“４”表示“较重的压力”，“５”表示“压力感很重”。量表包含学业成就与前途、异性交往与性、家庭
关系与变故、健康与伤亡、经济交往、生活改变与环境、纪律或法律行为等８个因子，各因子的得分为该
因子所含项目得分的平均分，量表总分为各因子分之和。该量表时隔一个月的重测信度为０．７３，内部
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７，与 ＳＣＬ－９０总分的关联效度为０．４０。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４７～０．７９１，总量表的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２３。

（２）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该量表由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胡月琴、甘怡群编制。共有２７题，由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

“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说不清”“比较符合”“完全符合”５个等级进行自我评定，分别计１分到５
分。量表包含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等５个因子，各因子的得分为该因子
所含项目得分的平均分，量表总分为各因子得分的平均分。有关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９］。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３１～０．６８７，总量表的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２６。
（３）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１０］

为避免自杀调查可能会给贫困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在对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进行调查时

没有采用表面效度较为明显的一般自杀意念问卷，而是按照有关研究［１１］的建议，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９０），以调查心理健康的名义进行。ＳＣＬ－９０是国内外应用十分广泛的心
理健康自评量表之一。量表共包含９０个自我评定项目，每个项目按１～５记分。本研究对大学生自杀
意念的判定是根据其ＳＣＬ－９０第１５题“最近１周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得分情况进行，得分越高表示
自杀意念越严重。若被试该题的得分＝１分则判定为无自杀意念，得分≥２分则判定为有自杀意念。
１．３　数据整理与分析

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录入、整理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χ２检
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情况

本次调查中，共有 １５０名贫困大学生在 ＳＣＬ－９０第 １５题上的得分≥２分，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１５２７％（１５０／９８２）。因为ＳＣＬ－９０所调查的是被试最近一个星期的情况，所以此检出率为周检出率。
其中男生自杀意念检出人数为７８人，检出率为１５．３８％（７８／５０７）；女生自杀意念检出人数为７２人，检
出率为１５．３８％（７８／５０７）。男生和女生自杀意念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１０，Ｐ＞０．０５）。
２．２　贫困大学生生活压力、自杀意念和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

为突出本研究主旨，简化说明程序，本研究仅对贫困大学生各量表的总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对各量

表的各个因子得分的相关性则不涉及。表１列出了贫困大学生各量表得分的相关矩阵。由表１可见，
贫困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与生活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Ｐ值均 ＜０．０１）；生活压
力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这表明生活压力是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风险因素，而心理
弹性是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

表１　高校贫困生心理压力、自杀意念和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ｎ＝９８２）

Ｍ±ＳＤ 生活压力 自杀意念 心理弹性

生活压力 ２１．２５±７．２５ １

自杀意念 １．２２±０．６０ ０．４１０ １

心理弹性 ３．４５±１．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１６６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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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心理弹性对贫困大学生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
理想的调节变量是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都不大［１２］。由表１可见，贫困大学生生活压力与自杀

意念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１０，而心理弹性与生活压力、自杀意念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０７３、－０．１６６，因
此，心理弹性符合调节变量检验条件。本研究按相关文献［１３］的建议，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心理

弹性对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所有变量都转换成标准分。以自杀

意念为因变量，第一步加入生活压力（自变量Ｘ）与心理弹性（调节变量 Ｗ）的标准分，第二步加入生活
压力与心理弹性的标准分生成的交互项“生活压力 ×心理弹性”（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 ＸＷ）。分
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生活压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自杀意念发生率的增加，但
心理弹性在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之间起缓解作用，即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心理弹性越强的贫困大学

生越少产生自杀意念。

表２　心理弹性对高校贫困生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

回归步骤 因变量（Ｙ） 自变量 β值 Ｒ２值 △Ｒ２值 △Ｆ值

第１步 自杀意念 生活压力（Ｘ） ０．４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６ １１２．０４６

心理弹性（Ｗ） －０．１３７

第２步 生活压力（Ｘ） ０．３６６ ０．２１８ ０．０３２ ４０．１６３

心理弹性（Ｗ） －０．１４８

生活压力×心理弹性（ＸＷ） －０．１８３

　　注：表示Ｐ＜０．０１。

为进一步考察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回归分析分别考察高心理弹性组（Ｚ＞０）和低者心理弹性
组（Ｚ＜０）的生活压力对自杀意念的预测程度。结果发现，对于高心理弹性组，生活压力虽然是自杀意
念的显著的预测变量，但只能解释自杀意念６．０％的变异（Ｒ２＝０．０６０，β＝０．２４５，ｔ＝６．０６２，Ｐ＜０．０１）；
对于低心理弹性组，生活压力能够更显著地预测自杀意念，可以解释自杀意念２３．８％的变异（Ｒ２＝
０２３８，β＝０．４８８，ｔ＝１１．２１１，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自杀是指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大学生的自杀行为，会给学生本人

及其家庭、给社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负面后果。正如费立鹏先生所说：“自杀，一个都太多”。因此，大

学生的自杀问题一直颇受关注。有研究指出，高校贫困生承受着各方面更多的压力，更易产生心理危机

问题，所以更需要关注，更需要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１４］。但是，综观当前已有关于大学生自杀研究

的文献，关于高校贫困生自杀的研究却极为少见。本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周检出率为

１５２７％。由于本研究未设置非贫困组予以对照，很难就此认定相对于非贫困大学生而言，贫困大学生
的自杀意念发生率究竟是高还是低。但是，本研究同时还发现，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为 ２１．２５±
７２５，这与刘玉梅［１５］的研究结果（２１．０４±６．９９）颇为一致，也高于刘玉梅研究中所报告的非贫困生生活
压力的得分（１８．９８±６．２８）。这一方面说明了本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另一方面，由于自杀意念往往由压
力性事件所引起［１６］，因此，这也可以提示我们，相对于非贫困大学生而言，贫困大学生很可能有着更高

的自杀意念发生率。

当前针对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很多，但一般认为，预防自杀的目的如果太明显，在带

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１７］。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最好是从

提高个体的心理社会能力入手，帮助当事人减轻压力，解除当前的的自杀危机状态，并使其更加成熟的

面临未来的危机［１８］。袁建勤、戈琴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应对困难能力对于高

校自杀行为的干预具有重要意义［１９］。周凯、叶广俊的研究发现，借用提高生活技能的方式可以达到干

预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效果［２０］。近些年来，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有效缓解压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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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作用，因此日益为心理学家所重视。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持或很

快恢复正常的心理机能［２１］，是“自我调适机制”的成功应对［２２］。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贫困大学生的

生活压力与自杀意念之间能起到调节作用，即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心理弹性越强的贫困大学生越少

产生自杀意念。本研究结果提示，心理弹性是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保护因素。因此，对于高校贫

困生危机预防与工作而言，既要考虑如何实质上降低贫困生的生活压力，又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弹性，以

提高他们的抗压能力，从而有效防范极端心理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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