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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特点及关系
$左 丹

（西北师范大学学生处 甘肃·兰州 #$""#"）

摘 要 采用应对方式问卷 &’()* 和症状自评量表 （(’+ , -"）对甘肃省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特点

及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 * 甘肃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

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和抑郁。 & ! * 甘肃省大学生采用的应对方式最多的是解决问题，然后依次是合理化、求助、

幻想、自责和退避。& $ *解决问题和求助与 (’+ , -" 各因子呈负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 (’+ , -" 各因子

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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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学生心理健康在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受到国

内教育部门的重视。国内外就大学生心理健康测

评做了大量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是心理障碍的高

发人群!"。将大学生的症状自评量表得分同全国

正常人常模比较，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大学生

的得分高于全国青年组常模#$%&。诸多研究可概

括出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某些特

点，即大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心理健

康状况不良者比例颇高；精神疾病已成为大学生

休学、退学、死亡的重要原因；神经症是主要的精

神疾病，而重性精神病危害极大。

应对方式是个体摆脱精神紧张的自我心理适

应或心理支持机制’。应对方式的主要功能是个人

对应激事件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即调节

应激事件的作用，包括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

节与事件有关的身体或情感反应。不同的应对方

式产生的后果不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因

而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012345 (发现，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

乏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

高达 %$6 $7 ，为普通人群的两倍。就个体的自我保

护而言，在应激情境下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来

缓解应激维护心理健康至关重要。89:;<9;0= )发现

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维持心理平衡，保护心理

健康，反之，不良的应对方式不仅不能缓解压力，

反而会加重压力的负面影响。我国学者的研究也

发现*，问题解决、求助及合理化等应对方式比自

责、退避与发泄等对人的心理健康更有积极的调

节作用。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甘肃省大学生的应对方式

和心理健康的特点及关系的探讨，了解甘肃省大

学生的心理特点，识别有效的应对方式，从而为个

体有效应对各种心理应激提供借鉴，为大学教育

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训练与心理干预提供心

理学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有代表性的选取甘肃省四所大学一、二、三、四

年级本科生。发放问卷共 >?$ 人，有效被试 >#!
人。其中一年级 .@$ 人、二年级 .$$ 人、三年级 .$>
人、四年级 .%. 人；男生 !#@ 人、女生 !-@ 人；城市

学生 !#. 人、农村学生 $". 人。

&二 *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 （(’+ , -"），该量表由 A32=B
C;:95D +6 E 编制（.-#>）。此表分为九个因子，分别是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精神病性，此外还有七个项目未归入任何

因子，为附加项目作为第 ." 个因子来处理，以便使

各因子分之和等于总分。

应对方式问卷 （’()），该量表由肖计划编制。

此表分为 @ 个因子，分别是解决问题、退避、幻想、

自责、求助、合理化。

&三 *施测

对这四所大学一、二、三、四年级学生进行分层

随机抽样，按照测试规定，用统一书面指导语，采取

自陈格式，在规定时间内集中答题，当场交卷。

&四 *数据分析

采用 (F(( ."6 " 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将经过

筛选的有效数据建立数据库，按总体以及年级、性

别、生源类别 （农村或城市）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分

析。

三、结果
&一 *甘肃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

甘肃省大学生 (’+ , -" 各因子分均高于全国

正常青年组常模，并且差异非常显著。心理健康的

九个因子中，按其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强迫

& !6 .% G "6 #% *、人际关系敏感 & !6 "! G "6 ?. *、抑郁

& !6 ". G 6 ?! *、 焦 虑 & .6 -$ G "6 ?" *、 精 神 病 性

& .6 -" G "6 -$ *、偏执 & .6 ?> G "6 #? *、敌对 & .6 ?% G
"6 ?> *、 恐 怖 & .6 ?" G "6 ?> * 和 躯 体 化 & .6 #@ G
"6 #- *。男女生在躯体化 & : & >#. * H !6 .@，I J"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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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敏感 ) * ) +,- . / 01 (2，3 421 2+ .、敌对 ) *
) +,- . / 01 ’’，3 421 2+ .、偏执 ) * ) +,- . / 01 02，3
421 2+ .和精神病性 ) * ) +,- . / 01 2,，3 421 2+ .这五

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得分均比女生得分

高。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九个因子上的得分均

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且农村学生得分均比城市学生

得分高。为了检验究竟是哪一个年级或者哪几个

年级存在差异，进一步作了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表

明，在抑郁、敌对和偏执这三个因子上，一年级分别

和二、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和二、三年级

在这三个因子上的 3 值分别为：3 / 21 22+ 和 3 /
21 20-、3 / 21 22- 和 3 / 21 225、3 / 21 220 和 3 /
21 2(,。

)二 .甘肃省大学生采用应对方式的特点

甘肃省大学生在对待压力的应对方式中，最多

的是解决问题 ) 21 ,6 7 21 -, .，然后依次是合理化

) 21 +, 7 21 0- .、求助 （21 +- 7 21 02）、幻想 （21 +- 7
21 0’）、自责 （21 ’’ 7 21 0(）和退避 （21 ’- 7 21 0’）。

男 女生 在求 助因 子上 表现 出男 生 得分 （21 +- 7
21 02）低于女生（21 62 7 21 0-），且差异显著（* ) +,- .
/ 8 (1 -(，3 421 2-），而合理化得分男生 （21 ’, 7
21 0’）高于女生（21 ’- 7 21 0-），且差异显著（* ) +,- .
/ 01 +-，3 421 2+）。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六种应

对方式上差异均不显著。不同年级大学生在退避
（9 / ’1 ::，3 421 2+）和合理化 （9 / ’1 56，3 421 2+）

两个因子差异显著。为了检验究竟是哪一个年级

或者那几个年级存在差异，进一步作了多重事后比

较，结果表明，在退避因子上，一年级（21 ’, 7 21 02）

分别和二年级（21 +’ 7 21 -5）、三年级（21 +( 7 21 0-）

存在显著差异。在合理化因子上，一年级 （21 (5 7
21 00）分别和二年级（21 ’, 7 21 0-）、三年级（21 ’, 7
21 0(）也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和二、三年级在这

两个因子上的 3 值分别为：3 / 21 220 和 3 / 21 2-(、

3 / 21 220 和 3 / 21 22-。

)三 . 甘肃省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

关分析

甘肃省大学生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与

;#< 8 52 的各因子均呈现负相关，而自责、幻想、退

避和合理化与 ;#< 8 52 的各因子均呈现正相关；

在六种应对方式中除了求助与 ;#< 8 52 的各个因

子的相关差异不显著外，其他五种应对方式均与各

因子呈显著的相关。应对方式问卷与 ;#< 8 52 相

关分析见下表。
应对方式问卷与 ;#< 8 52 相关分析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8 1 02,&& 1 02(&& 8 1 2(+ 1 -+(&& 1 -+(&& 1 0’:&&

8 1 0+0&& 1 0:+&& 8 1 255& 1 0+,&& 1 00’&& 1 0:(&&

8 1 0-6&& 1 (’’&& 8 1 26( 1 06,&& 1 0(5&& 1 ((5&&

8 1 0,-&& 1 (-2&& 8 1 2,, 1 0++&& 1 0++&& 1 (0,&&

8 1 0-’&& 1 (-2&& 8 1 2+0 1 0’(&& 1 00:&& 1 (2(&&

8 1 -50&& 1 0,’’&& 8 1 20- 1 0’:&& 1 -:5&& 1 05(&

8 1 0-5&& 1 0:6&& 8 1 20+ 1 0+,&& 1 -,5&& 1 05’&&

8 -,+&& 1 0::&& 8 1 2+, 1 0(6&& 1 025&& 1 ((,&&

8 1 -+5&& 1 02(&& 8 1 2+- 1 -50&& 1 -’-&& 1 0-+&&

四、讨论
)一 .关于甘肃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九个

因子均分都显著高于全国正常青年组常模，这与全

国有关的研究相一致，说明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独特

性，也再一次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

视。本研究中，目前甘肃省大学生存在的主要心理

问题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大学生从

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处于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

过渡时期，由于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独立生活能力

不强，对自己缺乏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又很敏感，就

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矛盾和冲突。也就是说大

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其成长过程与现实环境不

相适应而导致的心理失衡，这些失衡可能来自各方

面的压力与人际关系上的挫折，还可能来自学习上

的不适应、生活上的创伤等心理因素和心理冲突，

例如：学习成绩不理想，失恋，就业压力等。有些学

生会很快的恢复正常，有些学生较长时间都不一定

能恢复过来，就可能会出现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等症状。

本研究中，男女生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敌

对、偏执和精神病性这五个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

且男生得分都比女生高，表明男生更容易出现心理

问题。这可能与社会和家庭对男性的期望和要求较

高有关，也可能与个性差异有关。农村学生与城市

学生在九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别，且

农村学生得分都比城市学生高，这也说明了来自农

村学生的心理状况比来自城市学生的心理状况相

对较差，这可能与农村学生的适应能力以及农村的

环境和经济条件有关。不同年级大学生在抑郁、敌

对和偏执三个因子上差异显著，说明了在大学的不

同年级大学生出现的主要心理问题也会有差异，这

可能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程度有关，也可能

与他们在不同年级所遇到的不同应激事件有关。

)二 .关于甘肃省大学生使用应对方式的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把

解决问题、合理化和求助三种成熟的应对方式作为

在应激条件下处理事情的首要方式，而较少采取不

成熟的应对方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大学生这个

群体正逐渐走向成熟，也表明了大学生有很强的自

我独立意识，并且有强烈的独自解决事情的愿望，

而且考虑问题也越来越全面。

男女生在求助与合理化因子上差异显著，且男

生求助得分低于女生，而合理化得分高于女生。这

可能与男女社会化和性别角色发展过程相关，从而

表现出男生倾向于自己独立的解决问题，不愿意依

赖别人，看待问题的时候更追求合理性，处理事情

时更不会盲目和冲动，而女生则倾向于寻求帮助，

面对问题易出现较胆怯，多愁善感，盲目冲动的特

点。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六种应对方式上差异均

不显著，这说明人的应对方式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而逐渐成熟的，尽管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所处的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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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都有很大差别，但他们所采用的应对方

式在统计学水平上仍然没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年

级大学生在退避和合理化上差异显著，这也同样说

明了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长，大学生更倾向于采取

较成熟的应对方式。

&三 ’ 甘肃省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

的关系

调查结果表明，甘肃省大学生解决问题和求助

的应对方式与 ()* + ," 的各个因子均呈现负相

关，而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 ()* + ," 的各

个因子均呈现正相关，这说明解决问题、合理化和

求助的应对方式更有利于维护心理健康，而自责、

幻想的应对方式则不利于维护心理健康。解决问

题、合理化和求助都是属于有效的应对策略，可以

带来正向结果，从而减轻焦虑，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自责、幻想等应对策略属于消极的应对方式，

可以适当地回避焦虑情景，但由于这些消极的应对

方式主要是否认回避问题、幻想借助于他人宣泄情

绪，转移视角自我保护，所以消极的应对方式虽然

可以暂时躲开压力的威胁，不过压力仍在，迟早还

是得面对，因此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在甘肃省大

学生的六种应对方式中只有求助与 ()* + ," 各个

因子的相关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求助虽然是有利于

心理健康的应对方式，但是大学生会更倾向于采取

其他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应对方式。

五、结论与展望
-. 甘肃省大学生 ()* + ," 各因子分均高于

全国正常青年组常模，并且差异非常显著。大学生

在心理健康的九个因子中，按其得分由高到底依次

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偏

执、敌对、恐怖和躯体化。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

感、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上性别差异显著，且男生

得分均比女生得分高。在抑郁、敌对和偏执上，一

年级分别和二、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学生与

城市学生在九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有非常显著的差

异，且农村学生得分均比城市学生得分高。

!. 甘肃省大学生对待压力的应对方式中，最

多的是解决问题，然后依次是合理化、求助、幻想、

自责、和退避。在求助与合理化上性别差异显著，

且表现出男生求助得分低于女生，而合理化得分高

于女生的趋势。在退避和合理化上，一年级分别和

二年级、三年级的差异显著。

$. 甘肃省大学生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

与 ()* + ," 各个因子均呈现负相关，而自责、幻

想、退避和合理化与 ()* + ," 各因子均呈现正相

关；在六种应对方式中除了求助与 ()* + ," 各因

子的相关差异不显著外，其他五种应对方式均与

()* + ," 各因子呈显著相关。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不断增长的大

学生群体如何健康发展，如何真正把他们培养成为

德才兼备、情智并重、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因素中，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起着重要的调节和保护作用。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时，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应

对方式的特点及关系，强调并培养大学生在遇到应

激事件时尽可能的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

轻应激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从而维护

他们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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