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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心理韧性对学习压力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 王 凯 1 陈艺民 2（1. 韶关学院医学院，韶关 512000；2. 广东北江实验学校，韶关 512000）

摘要：为考察初中生心理韧性、学习压力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和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对广东省某学校的 409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呈显著负

相关，学习压力和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2）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

初中生学习压力，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心理韧性对初中生学习压

力的作用机制，对初中生学习压力的干预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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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 2021 年度韶关市社科规划课题（Z2021009）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

初 中 时 期 是 儿 童 成 长 过 程

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期间初中生

会承受生理、心理和环境变化带

来的压力，而学习始终是他们的

主要应激源 [1]。初中生的学习压

力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影 响 其 身 心 健

康，大量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

发现，学习压力过大会导致个体

睡眠质量不高，甚至出现抑郁情

绪、 自杀意念等 [2-3]。 随着积极

心理学的发展，研究者纷纷开始

尝试寻找和培育个体内在的积极

品质来使之应对学习中的各种压

力，其中心理韧性作为一个重要

的内在保护因子，目前已成为研

究者关注的焦点。

心理韧性（resilience），又称

为心理弹性、复原力，指个体面

对压力时的良好适应 [4]。研究发

现，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存在显

著负相关，对学习压力具有较高

的预测作用，高心理韧性个体感

知到的学习压力更小 [5]。有研究

者通过提升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

平， 使之能够有效应对压力 [6]。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心理

韧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学

习压力。

生 态 系 统 理 论 认 为， 个 体

的 发 展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其

所处的环境 [7]。在中学阶段，青

少 年 所 处 的 社 会 环 境 基 本 由 家

人、 朋 友 和 教 师 组 成。 元 分 析

发 现， 社 会 支 持 与 个 体 心 理 健

康 关 系 密 切 [8]。 领 悟 社 会 支 持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指个

体 对 来 自 亲 密 关 系 的 社 会 支 持

的 一 种 主 观 感 受 及 其 渴 望 被 尊

重、被理解的信念 [9]。有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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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中生的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相关 [10]，

即高心理韧性个体能够感知更多的社会支持 [11]。中

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存在显著负相关 [12]。

换言之，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积极资源能够促使个

体积极面对压力 [13]。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领

悟社会支持在初中生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之间起

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虽然关注心理韧性对学

习压力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但较少探讨初中生心理

韧性、领悟社会支持、学习压力三者的关系。本研究

关注心理韧性对初中生学习压力的影响以及领悟社

会支持在二者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旨在为初中生学

习压力干预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广东省某校的初中生进

行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发放 430 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 409 份，有效率为 95.12%。其中，男生 198

人（48.41%），女生 211 人（51.59%）；初一学生 131

人（32.02%），初二学生 144 人（35.21%），初三学生

134 人（32.76%）。平均年龄为 13.07±0.82 岁。

（二）研究工具

1.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由胡月琴和甘怡群 [4] 编制，共 27 个题

项，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

持和人际协助 5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方式，总分

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79。

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 [14] 编制，共 12 个题项，包括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 3 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9。

3. 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

该量表由徐嘉骏、曹静芳和崔立中等 [15] 编制，

共 21 个题项，包括父母压力、自我压力、社交压力

和教师压力 4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

高表明个体的学业压力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59。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心理教师担任

主试，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匿名测试，时间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M±SD 1 2 3

1. 心理韧性 89.369 ± 15.552 -

2. 学习压力 59.594 ± 13.183 -0.625** -

3. 领悟社会支持 60.831 ± 12.754 0.639** -0.467** -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0.639  0.408  280.976  0.524   16.762***

学习压力 心理韧性  0.632  0.399    134.715   -0.469 -11.049***

领悟社会支持  -0.118   -2.276*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strap SE 95% 的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

总效应 -0.531 0.033 [-0.595，-0.466] 100%

直接效应 -0.469 0.042 [-0.552，-0.385] 88.32%

间接效应 -0.062 0.029 [-0.117，-0.005]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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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10 分钟，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采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及中介模型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为自陈量表，有必要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

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

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1 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

为 24.55%，小于 40% 的临界值，表明数据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 的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呈显著

负相关，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习压力呈显著负相关。

采 用 偏 差 矫 正 的 百 分 位 Bootstrap 法， 使 用

Hayes[16] 编制的 SPSS 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

应用 SPSS 宏应用程序的 model 4，在抽样 5000 下，

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之间的

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表明，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

会支持（β= 0.524，p<0.001）；当把心理韧性和领

悟社会支持同时作为预测变量，学习压力作为结果

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心理韧性能够显著负向预测

学习压力（β= -0.469，p<0.001），且领悟社会支持

能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学 习 压 力（β= -0.118，p<0.05）。

（见表 2）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领悟社会支持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 [-0.117，-0.005]，说明

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对学习压力的影响中存

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由于心理韧性对学习压力的直

接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为 [-0.552，-0.385]， 置信

区间内不包含 0，因此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对

学习压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比例为 11.68%。（见表 3 和图 1）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初中

生的学习压力，是个体内在的保护因子，支持了假

设 1。究其原因，一方面，当面对学习压力时，高心

理韧性的初中生更容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减轻

学习压力对身心的伤害，如积极向父母、教师求助；

另一方面，高心理韧性的初中生拥有更高的情绪智

力水平 [17]，当面对学习压力而产生负面情绪时，可

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 继而缓解学习压

力。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 [18]。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和初中

生学习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2。换言

之，心理韧性除直接影响学习压力之外，还通过领

悟社会支持作用于学习压力，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同样，该结论支持生态理论的观点，即初中生在家

庭环境、学校环境中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减

轻学习压力。究其原因，一方面，高心理韧性的初

中生更容易与父母、同伴、教师建立良好的关系，

当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感受到的学习压力

就会越小；另一方面，心理韧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存在显著正相关 [19]，而个体自我效能的激活更容易

促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积极寻找社会支持 [20]。 此

外，低心理韧性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较低，在

学校适应过程中会时常处于消极状态 [21-22]，而这种

状态易使初中生在青春期的动荡阶段感知到更大

的学习压力。

五、结论

（1） 心理韧性对初中生学习压力具有显著负

向预测作用。

（2） 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和初中生学习

压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心理韧性对初中生学习压

力既有直接影响，又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

应对学习压力产生间接影响。

六、教育建议与研究不足

学习压力是导致初中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

因此，减轻该群体的学习压力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

要课题。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对学习压力情境中

的初中生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教育工作者可以有针

对性地设计与开展心理韧性提升课程，以减轻该群图1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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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学习压力。此外，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通过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学习压力，因此，在培养

心理韧性的同时，有必要给予学生相应的社会支持，

如当学生面对学习压力和困扰时，教师和父母及时

给予鼓励和帮助。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心理韧性和学习压力会随着初中生年龄

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因此，未来有必要对该群体进

行追踪研究，以进一步探究内在机制。

其次，本研究只调查了某一所中学的初中生，

未来可以在不同地区取样，对该结论进行验证和

完善。

最后，本研究只考察了心理韧性与学习压力关

系中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未来还可以探讨更

多环境因素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如亲子关系、师生

关系等，以便更加全面、系统地探究心理韧性对初

中生学习压力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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