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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es of resiliency have became hot points for psychology. These researches also have been extended to the 

students in colleges by many scholars. Aims: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introduces the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f 

students resiliency in colleges. Methods: analyses the theories, models, measuring scales, generating conditions of colleges students 

resiliency through comparing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 Result: presents some viewpoints that the improving 

undergraduates resiliency will become a important researching direc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its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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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弹性研究进展及其在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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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弹性已成为当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已经把该研究延伸到了大学生群体。目的：该文比较系统地介绍

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进展；方法：通过国内外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理论、测量工具、产生条件和研究

现状；结果：提出了提升大学生心理弹性将成为未来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方向的观点和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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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心理弹性概念的起源和翻译   

弹性（resilience），原本是一个物理学中弹性力学的概

念，是指物体受到外力挤压时的回弹，即在压力消除后能

迅速反弹回原始状态。人格弹性研究最早始于美国，至今

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心理学

家 Block 在 1950 年提出了 ego-resiliency（自我心理弹性）

这个概念, 这可能是心理学界第一次使用 Resiliency（心理

弹性）这个术语。而美国心理学家 Rutter 和 Garmezy 等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 Resiliency（心理弹性）的关注为以

后心理弹性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
【1】。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同样是面临高危或压力环

境，有些个体却能适应良好并能健康发展，甚至超过了正

常个体的发展或适应水平，表现出心理弹性[2]。这后来成

为了积极心理学关注的热点[3]。 

1.2 心理弹性概念的界定 

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弹性的概念尚无统一定

论，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心理弹性的定义。 

国外目前的动态是开始把心理弹性看做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 而不是一种可能具有或者不具有的不变的特质[4]。

心理弹性被认为是人健康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能在生

活中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Masten. Best & Garmezy 通过对

三种不同的心理弹性群体的描述，对心理弹性概念进行了

定义：第一类，心理弹性是指经历了高危险的人群（如消

防队员、士兵、警察等）通过克服逆境获得良好的发展, 认

为心理弹性是个体内部的一种个人力量；第二类, 心理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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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个体面对持续的生活压力( 如父母离异、家庭经济困

难、家庭暴力等挫折) 而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压力; 第三类, 

心理弹性是指经历了创伤后的个体得到了很好的恢复[5]。 

国内学者朱森楠对心理弹性的界定得到了国内同行普

遍的认可，他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内外压力困境时，

激发内在潜在认知、能力或心理特质,运用内外资源积极修

补、调适机制的过程，以获取朝向正向目标的能力、历程

或结果”[6]。 

2. 心理弹性产生的条件 

尽管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心理弹性进行了定

义，但所有的研究都公认心理弹性产生需满足两个必不可

少的要素或条件，即：（1）个体必须暴露在高危环境或严

重困境下；（2）尽管受到这些威胁或逆境对个体发展的影

响，但个体仍能保持适应良好。正是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心

理弹性的本质。因此，心理弹性是个体人格因素和环境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具有良好人格弹性的人不仅能忍

受逆境或者应付逆境，而且还能够“弹回（Bounce back）”

所遭受的逆境，并且在持续的危险和逆境面前仍然能维持

良好的功能水平。 

3. 测量心理弹性的工具 

    为了进行心理弹性的定量研究，国内外的学者都根据

不同的维度和文化背景特征编制了心理弹性测试量表。 

3.1 国外量表 

    国外的学者针对大学生和成人根据各自所依据的理

论，编制出了相应的心理弹性测量工具。归结起来，常见

的有以下两类[7]： 

(1)测量个体心理弹性内在保护性因素的工具 

    ①特质性自我心理弹性量表：由 Bartone，Ursano 和

Wright 等人编制，主要测量个体的耐受力(hardiness)这种人

格倾向，共 45 个题目，包括执行、控制和挑战三个子维度。 

    ②自我心理弹性量表：Block 和 Kremen 编制的量表，

是一个测量个体的自我心理弹品质的自评量表，该量表有

14 个题目，在国际上权威性比较高，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2) 测量个体心理弹性外在和内在保护性因素的工具 

    ①成人心理弹性量表(简称 RSA)：挪威学者 Friborg 等

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成人心理弹性量表。

原始量表由 39 题构成，分成 6 个维度：自我认知、未来计

划、家庭凝聚、社会资源、社会能力、计划特点。主要测

量个体在压力情景下维持心理健康和适应良好所具备的保

护机制和因子。RSA 目前在国内外运用最广泛的心理弹性

测量量变之一，特别是在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中，我国

的许多研究者也在使用这个量变。 

    ②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EAD)：Odin Hjemdal 等人编

制了青少年复原力量表。该量表选取挪威学 Friborg 编制的

成人复原力量表的部分题目修改而成，有 5 个维度：个人

能力、社会能力、计划特点、家庭凝聚和社会资源，共 39

个项目。 

3.2 国内量表 

国内学者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也有自己的特点，对大

学生研究的针对性更强。主要有： 

①大学生复原力量表：阳毅 2005 年编制的大学生复原

力量表，包括 31 个项目，共 6 个维度：自我效能、自我接

纳、稳定性、问题解决、朋友支持和家人支持[8]。 

②大学生心理弹性问卷：徐家华 2010 年编制的该问卷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它包括 42 个项目，含 8 个维度：自我

效能、自我接纳和自我价值、调用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

能力、情绪稳定性、社会交往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朋友

支持和社会支持、家人支持、目标感和执行力[9]。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国内的学者在使用国外量表的时

候大多对这些量表进行了校验和修订，这样更能适用于国

内的研究对象。 

4. 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通过使用人心理弹性量表（简称 RSA），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总均分为 2.76(S.D.=0.41)，挪

威的 Hjemdal 采用同一心理弹性问卷测量了挪威大学生的

心理弹性状况，总均分为 5.31(S.D.=0.66) [10]，说明在某种

程度上国外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可能比我国大学生要好。 

4.1 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差异 

    男生在自我意识和未来计划两个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

女生，这说明男生在大学里对自我的认识、个人未来的发

展有更多的考虑，较早地确定了目标。但是，雷万胜等人

通过调查也发现女大学生的总体心理弹性要高于男大学

生，在坚韧维度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11】，这也反映了我

国妇女沿袭了坚韧的传统美德。在国外的研究中，加拿大

学者 Hannah 也发现，在青年时期，女性比男性要坚韧很多，

但到老年她们的坚韧会减少很多[12]。 

4.2 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差异 

   用 RSA 测量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发现各年级

学生心理弹性差异不显著。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即将毕业

的学生心理韧性得分最低[11]，Hannah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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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性随着年龄和年级发展 ,年龄和坚韧之间呈负相关

[12] 。这可能是由于当今社会就业竞争激烈，大学毕业生

就业压力过大，与考入大学时的期望值相差甚远，找工作

时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或困难,经努力尝

试抵抗挫折或困难失败后，丧失了面对逆境时的有效应对

和适应能力，消极、悲观情绪导致心理弹性降低。 

4.3 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差异 

王燕秋在她的研究中把研究对象按经济情况进行了分

组，结果发现，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心理弹性总分上没有

差异。可见，经济状况不影响心理弹性，不是心理弹性的

预测因素，即无论经济状况好坏，个体的心理弹性都能够

在后天得到锻炼和提高，但在社会支持因子上有显著的差

异[10]。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社会因素在贫困大学生心

理问题形成中的作用。贫困大学生由于现实经济压力，常

常远离群体交往。当面对应急事件时，很少感受到支持，

更易产生焦虑、抑郁、敏感等不良情绪，这就是他们社会

支持系统不完善的表现。 

5. 大学生心理弹性和其他心理健康指标的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把心理弹性的测量与其他心理

健康指标的测量联系在一起，研究常选用的量表是：心理

弹性量表(RSA)、症状自评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

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16PF、社会支持量表。从查

阅的大量研究资料来看，这些量表也都是适合于我国大学

生的常用心理测验工具。以往都是单一量表研究，SCL-90

应用的最多，而将人格弹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人格

特点等综合起来对大学生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这些研究

还运用了相关分析、逐步多元回归、建立回归方程等，使

研究更具体化。但从近三年的文献检索来看，这样的研究

已经有了，说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综合研究方法开始受到

了学界的关注。 

近三年国内的研究显示，心理弹性与外向性、社会支

持有显著的正相关，与神经质、生活事件、有显著的负相

关[10]。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内外向、神

经质及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能预测 29.9%，说明社会

支持、内外向、神经质及生活事件是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

因素。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弹性 RSA 测量高分组在社

会支持和内外向上分数较高，而 RSA 低分组在神经质、生

活事件、SCL-90 的得分较高，说明心理弹性较差的个体情

绪更不稳定、更易受生活事件的影响、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可见，RSA 能有效区分个体的心理弹性并预测个体心理健

康水平。Hjemdal[13]对挪威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心理弹

性与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能显著的预测心理健康。在国外，

还有学者把心理弹性视为预测个体应激后神经精神障碍的

重要指标。 

5.1 心理弹性与人格显著相关 

    Laura[14]等调查了智力圣地亚哥大学的 132 名大学

生，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和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内

外向有显著的正相关。Friborg 等[15]将 RSA 问卷应用于研

究 482 名大学生，结果发现，外向性、情绪稳定性与 RSA

的各个因子都有显著的相关，其中外向性与社会能力的相

关最高，情绪稳定性与自我意识和未来计划的相关最高，

即与个人能力的相关最高。国内王燕秋的研究也得出类似

的结果，RSA 总分及 6 个因子分 EPQ 的内外向呈显著正相

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其中内外向与社会能力相关

最高，神经质与个人能力相关最高
【10】。这说明：人格特点

是心理弹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下个体的

心理弹性可能受相同因素的影响。 

5.2 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有显著的预测力 

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有显著的预测力，这在国内与国

外的研究结果上取得了一致。Simon Denny[16] 等调查了新

西兰 100 多所中学的近万名学生的抑郁情况及其心理弹

性，发现社会支持、家庭关系是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Amanda[17] 进行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家庭资源能够促进弱

势青年的心理弹性。大量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心理健

康的重要保护资源，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正相关，提

高个体的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他把人通过

各种量变的分析将心理弹性影响的因素归为三类：(1)个人

能力和人格特质(Individual-level)，其中能力包括体质、智

力、社交等，特质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感、幽默

感等；(2)家庭支持系统(Family-level)；(3)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level)。 

6. 大学生心理弹性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心理弹性的理论和测评工具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弹性提

供了有效路径。在高校，除了传统的宣传、讲座、构建支

持系统、危机干预等传统心理健康辅导方式，可以对大学

生适当进行挫折教育。在设计挫折教育时，要因人而异，

要根据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心理弹性水平而定，主要取

决于个体的自尊和自信水平。在一些辅导活动的设计中，

挫折性因素设计过多、强度过大，会导致个体的自信和自

尊水平受到负面影响。但危险性因素设计过少、强度太弱,，

又不足以引发个体心理弹性重组，起不到提高心理弹性水

平的效果。我们提倡在学校这个保护性因素相对稳定可控

的环境内，设计适度可控的挫折教育，让挫折和磨难成为

260



学生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培养大学生百折不挠、顽强拼

搏、不抛弃不放弃的意志品质，是锻炼和提高大学生心理

弹性水平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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