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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现有的国内外耐挫力评估方法的主要成果进行查阅梳理$ 现有的

耐挫力评估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一定规模!但仍存在观点上百家争鸣!地域上外强内弱!主题上分布不均!内容上主观性较

强&自主性弱等现象$ 未来的耐挫力评估手段研究应向客观性&高效性&自主性&系统性&均匀性趋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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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言

#$%% 年#上海市教委公布+#$%$ 年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 报告显示##$%$ 年上海中小学生

自杀数比 #$$" 年增加 # 人#达到 ! 人#学生自杀事件呈上升趋势#心理亚健康比例也直线上升& 与此同

时#全国不同地区也相继发生小学生极端行为事故#如 #$%% 茂名市小学生相约自杀事件%#$%+ 德州小

学生自溺事件等& 这类相关事件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教育部对此作出批示!加强学校安全教育#提高学

生抗风险能力#切实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小学生极端行为是现实遇挫后的不良心理所致#是耐挫力低下的表现& 我国当下的小学生成长条

件丰厚%成长环境单纯#致使其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过多庇护与溺爱#生活中遭遇困难挫折时常出现消极

应对情绪#产生轻重不等的不良心理& 相对以上不良情况#现有耐挫力干预研究却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对于被试者耐挫力水平的测评无准确了解#无法追根溯源& 针对以上问题#找到一

种客观有效且信度较高的小学生耐挫力评估手段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现阶段耐挫力干预

研究受多条件影响#发展较缓慢#而耐挫力干预效果的检验手段的有限性#使研究成果得不到充分的认

可& 所以#建立一种能够有效评估小学生耐挫力品质水平%检验耐挫力干预成果的科学体系是促进小学

生耐挫力干预研究发展的关键&

正因如此#本研究综合耐挫力评估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已有的社会现实情况#根据耐挫力作用时

的心理应激反应原理#结合应激测试手段#提出以生理标准为依据的小学生耐挫力测评方法#并建立配

套的分级评价标准#加强小学生耐挫力水平评估的客观性与直观性#解决现存的缺陷与问题& 以此助力

于小学生耐挫力干预活动的成果检验#促进小学生耐挫力干预效果的提高& 但在此之前#深入了解研究

现有小学生耐挫力评估成果#全面认识现有的研究情况和发展趋势#对扎实研究基础%拓宽研究视角具

有重要意义&

#5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现有国内外耐挫力评估方法主要以自测评估和旁测"观察$评估两种工具性研究成果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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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者已有的研究历程中#国内外研究者融合不同耐挫力模型#衍生出多种耐挫力评估工具& 介

于以上情况#本研究对现有耐挫力评估研究现状与小学生耐挫力研究的迫切性进行综合考究#运用文献

资料法收集%查阅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梳理现有研究状况&

#*%5国外耐挫力评估研究

相较国内耐挫力评估手段的整体研究态势#国外在耐挫力测评研究方面的成果呈现出更为丰硕的态

势& 现有的国外研究中#多数研究的切入视角在于强调本体耐挫力与客体刺激"即外界影响$之间的交互

作用#即多层次刺激反应#以此对不同龄域者作出评估结果为其研究特点& 研究以评估对象的龄域为标

准#将现有的国外耐挫力研究成果主要划分为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三个类别#并进行相关的对比论述&

#*%*%5儿童耐挫力评估研究

儿童龄域的耐挫力评估主要以儿童及监护者测查多视角探讨为特征#通过对受试儿童与监护者进

行测查#得出评估结果#其主要形式以综合报告为主&

已有的国外儿童耐挫力评估研究成果中#耐挫力态度量表"O7?$

'%(

%加利福尼亚儿童集合问卷

"MMj-?IH$

'#(

%加利福尼亚健康儿童调查量表"MJ:?$

'+(三种是利用较为广泛的耐挫力评估量表& 其

中#加利福尼亚儿童集合问卷"MJ:?$是在加利福尼亚儿童集合问卷"MMj-?IH$研究上的进一步改进#

问卷为 " 点计分制#共 %$$ 个项目#从学生%导师%监护人三方面对个体学生的自我耐挫力与控制进行测

评#测试内容整体偏向于外显性的耐挫力影响因素& 相比之下#;)P/(I等使用的耐挫力态度量表"O7?$

在测试内容上则更偏向于内隐性的耐挫力态度因素#量表设 , 点计分#分设监护人与被测儿童两卷#对

儿童耐挫力进行旁测与自测&

#*%*#5青少年耐挫力评估研究

据研究统计#青少年耐挫力评估研究在整体研究成果中占较大比重#评估要求的认知难度高于儿童

龄域评估#测试的方式以自我报告为主&

已有的青少年耐挫力评估研究中#有 ! 个量表较为常见#其中!康纳 4戴维森韧性量表"M<-

OG?M$

'3(

%儿童与青少年耐挫力量表"M[O=$

',(

%耐挫力量表及其修正版"O?$

'&(等四种量表在已有的

使用中呈现出较高的效%信度#其测评结果相对之下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其中#康纳 4戴维森韧性量表

作为研究领域早期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后人较为广泛的使用& 该量表设有 %$ 个单维

结构#主要反映个体面对外界不良影响因素的承受能力& 另外#儿童与青少年耐挫力量表"M[O=$也以

其 %% 个国家%%3 个地区%+, 项有关研究成果的巨大信息量#成为近年来广受亲睐的使用对象& 同样#耐

挫力量表"O?$自 %""+ 年编制以来#常被广泛运用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群体的具体样本测

试& 在此期间#针对不同的测评对象#研究者们需要在原量表基础上进行对应性的具体修订#适当删减

后得到不同具体限制的新量表& 如#巴西版本的O?#便在原有的 %3 项单维结构基础上#结合巴西青少

年群体特点#删改为只有 %+ 项的单维耐挫力量表'2(

#具体适用于巴西青少年&

#*%*+5成年人耐挫力评估研究

相对前两个龄域的耐挫力测评研究成果#现有的成人耐挫力评估研究成果多且繁杂#量表在维度的

设置上比儿童%青少年龄域的量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 量表内容上#根据成年人心理条件特点要

求#主要偏向于反映抵抗外界压力的承受能力&

在研究所查证的耐挫力评估量表中#体系较完整的有 2 个#其中较常用的为成人耐挫力量表

"O7?$

'!(与简洁耐挫力量表";O?$

'"(

& 其中#FE)K(EX等研究者编制的成人韧性量表"O7?$#内容上主

要反映个体抵抗挫折时保护因素的影响作用#形式结构上分为 +2 项目 , 维度和 ++ 项目 & 维度两个版

本& 而 ?C)HQ等人所编制的简洁韧性量表";O?$#则是在原有耐挫力量表"O?$的基础上#简化得到只有

& 个项目的构成的耐挫力简易量表#其内容分别探讨个体)积极情绪在危险应对时的影响*与)消极情

绪在危险应对时的影响*两种情况#以此反差效果对比反映个体的耐挫力水平状况&

#*#5国内耐挫力评估研究

我国耐挫力评估研究水平由于发展时间较晚#在研究的发展速度及深度上皆弱势于国外& 现有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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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成果中#比例上主要偏重于耐挫力评估量表改制及运用%国内外研究分析两大类#其次就是针

对性群体的耐挫力量表编制研究& 统计中国期刊网全网相关研究文献共计 ,%$ 篇#其中耐挫力评估量

表的改编制定 #$2 篇#国外研究分析 %"+ 篇#分别占总研究的 3$_与 +$*2_& 如李海垒%张文新%张金

宝'%$(和胡月琴%甘怡群'%%(等在其研究中根据我国青少年群体特征对青少年韧性量表"J:O7$进行了

修订与效度检验研究& 另席居哲%左志宏'%#(和关泰宇%栾奕'%+(等在其研究中对现有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出梳理评述& 而潘运%赵守%罗杰'%3(和李静%宋宏伟%刘小海%刘赫'%,(等则是分别以少数民族青少年

与优秀运动员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群体特征进行特殊针对性群体韧性量表的编制&

+5结论

综上所述#现有的耐挫力评估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一定规模#但整体探讨仍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百

家争鸣& 现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者各持己见#致使研究的评估手段在效度和信度上有所差异& 第

二#主观性强& 纵观现有研究情况#耐挫力评估类型主要以自我报告为主#受主观情绪影响较大#缺乏客

观的量化评判指标与评价标准& 第三#外强内弱& 现有研究中#国内研究成果在研究数量与质量上距离

国外研究成果仍有一定差距& 第四#自主性弱& 我国现有研究主要偏重于耐挫力评估量表改编及国外

研究分析方向#在耐挫力评估体系的自主开发研究上#成果相对欠缺& 第五#分布不均& 现阶段耐挫力

评估研究中#存在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的状况#较之青少年%成年龄域#儿童龄域的耐挫力评估研究成果明

显偏少& 剖析上述问题#耐挫力评估手段的研究应迫切向客观性%高效性%自主性%系统性%均匀性趋势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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