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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ersity quotient refers to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react to adversity. That is the ability to face 
setbacks, get out of difficulties, and surmount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
search in this field,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adversity quo-
tient, influencing factors, effects of several aspects of research, student’s current situation of AQ 
and adversity quotient education in China. The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echanism of AQ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of adversity quoti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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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逆商是指人们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方式，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本文对

逆商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影响效果、我国学生的逆商水平和逆商教育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逆商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以及逆商教育的实证研究仍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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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2677/ap.2018.87115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7115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7115
http://www.hanspub.org


蔺佳佳 
 

关键词 

逆商，影响因素，逆商教育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997 年，美国著名作家、白宫知名商业顾问保罗·斯托茨(Paul G. Stoltz)在各国科学家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了顺境要 EQ，逆境需 AQ 的概念。“AQ”是英文 Adversity Quotient 的缩写，寓意为“逆商”。

它主要是用来表示挫折承受力的一种指标，反映的是一个人面对逆境、挫折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变能力，

是衡量某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忍受逆境、战胜逆境的素质标准(Stoltz, 1997)。逆商的概念提出以来，便受到

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是人口

大国，也是教育大国，当前我国学生处于高逆境环境中，面临来自父母、学业、情感、人际关系和就业

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学生自杀的悲剧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学生心理素质和挫折教育的关注和讨论。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学生群体的逆商水平以及学校的逆商教育。因为是否拥有高 AQ 不仅关系到学生的学

习和就业，更关系着他们的面对挫折时的心态，以及未来能否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 

2. 逆商的概念与测量 

2.1. 逆商的定义 

Paul G Stoltz (1997)首次提出逆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人们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方式，

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Paul 认为，逆商包括四个维度：控制(Control)、归因(Origin + 
Ownership)、延伸(Reach)和忍耐(Endurance)，简称为 CORE。其中，C 控制，是指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对逆

境的控制能力。O 归因，是指个体所认为的导致逆境的原因以及愿意承担责任、改善后果的情况。R 延

伸，是对逆境影响范围的评估与觉察。E 忍耐，是指认识到问题的持久性以及它对个体的影响持续时间。

保罗·斯托茨认为，在具有高 IQ(智商)与 EQ(情商)的情况下，AQ(逆商)对一个人的人格完善与事业成功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深陷困境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用锲而不舍的勇气和毅力达

成目标(Stoltz, 1997)。 

2.2. 逆商的测量 

逆商反应量表(Adversity Response profile，简称 ARP)，1997 年 Paul 在 Adversity Quotient：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 一书中发表，姜冀松(1998)翻译了该量表。ARP 由 30 个情境 60 个条目组成，

分为 4 个维度：控制，归因，延伸以及忍耐。该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6，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测

量工具。李炳全(2008)等抽取了中国 606 名学生，对 ARP 进行了修订，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主要测

量学生的逆商水平。 
路西(2002)在《让逆商 AQ 克服逆境》一书中发表了路西量表。路西根据 Paul 对逆商的定义，将路

西量表分为行为模式(A)、才能欲望(B)、智力、健康和性格(C)、信念与信仰(D)以及面对逆境的反应(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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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每部分 20 题，共 100 题，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每部分的最高分得分为 100 分。路西在原量表

发表时未报告量表信度，且也是根据 Stoltz 对逆商的定义提出，因而该量表未得到广泛应用。 

3. 我国学生逆商现状 

李炳全等(2008)调查了全国 606 名学生的逆商情况，发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生的逆商水平处于

中等水平(117.2~124.2 之间)。初中生的 AQ 总分最高，显著高于小学生，也高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没

有显著差异。徐芳芳等(2015)也发现，初中生的 AQ 值高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未发现显著差异。目前的

研究表明，初中生的逆商水平高于小学生和高中生。这可能是由于与初中生处于青春期，自信心高，对

自我评价可能偏高。相对于小学生，初中生适应能力提高；相对于高中生，其学业压力较小，高中生可

能面临更多的压力。 

3.1. 中学生逆商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皇甫倩等(2015)的研究发现，高中生整体的逆商水平呈现“凹”字形发展。即高一、

高三学生的逆商水平高于高二学生，但不存在明显的增长趋势。钱晨露(2015)对初中生逆商现状的研究中

也发现，初中生整体的逆商水平呈现“凹”字形发展。逆商得分：八年级 < 七年级 < 九年级，且七年

级 AQ 总分显著高于八年级。七年级和高一新生刚刚步入初/高中生活，还未可能做好了面对新生活的准

备。他们相信自己能克服生活、学习中的挫折和困难，但还未经历挫折；九年级和高三学生一方面逐渐

适应了中学生活，比低年级的学生心理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九年级和高三学生在中考和高考高压下，得

到了更多锻炼，有更多应对方式，心理素质也相对提高。八年级和高二的学生，经历了从小学到初中/初
中到高中的转变，课业压力增加，面临更多人际、情感压力，有的学生可能无法适应、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家长和老师相对会更关注新生和中考/高考生，认为他们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较少的关注八年级

和高二的学生。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处于八年级和高二的学生逆商水平相对较低，呼吁教师和家长更

多的关注这一阶段的学生，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中学生活。 

3.2. 大学生逆商特点 

大学生的逆商处于中等水平，逆商得分高于高中生，低于初中生，但差异不显著(徐芳芳等，2015)。
相比于中学生，大学生在归因、忍耐和延伸维度上得分均有提高，但控制维度上得分低于中学生。这可

能是由于大学生的压力来源更加多样，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环境因素更加不可控，导致在

控制维度上得分较低。这提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大学生的逆商教育应着重于在控制维度上，帮助大学

生了解环境虽然是不可控的，但是人的心态可以调节。接受不确定因素，保持良好心态，以便提高自己

的可控感。 

4. 逆商的影响因素 

4.1. 家庭因素 

Yakoh 等(2015)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为民主型的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教养方式，这与马跃等

人(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专制型、溺爱型和放养型与逆商得分显著负相关。钱晨露(2015)的研究发现，

家庭教育方式为开放式的初中学生，AQ 得分高于溺爱式和专制式，但无统计学差异。尽管各种教养方式

与逆商的关系还不明确，但就目前较一致的研究结果是：开放型和民主型教养方式与高逆商正相关。 
在民主型和开放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在面对挫折时既有机会独自处理(溺爱型父母处于对孩

子的保护，可能更多的帮孩子解决问题)，又可以与父母讨论，获得支持和建议(放养型父母可能希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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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解决问题，较少与他们讨论、提供支持)。在孩子面对困难时，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十分重要，有助

于孩子获得更多的支持、习得更多积极应对方式，提高逆商水平。 

4.2. 个体特征 

Rachapoom 等(2009)的一项关于 AQ 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自信能显著影响 AQ。王波等(2016)则发

现，大专生自卑感与逆境商数呈负相关；且大专生逆境商数与自卑感对就业压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自

信与自卑是相对对立的概念，个体越自信，对面对逆境时的表现越有信心，逆商得分越高；相反，个体

越自卑，对自己面临困难的表现评价可能较低，因而在逆商量表上的得分越低。高自信的个体面对挫折

时，更容易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直面挫折、解决问题；自卑感强

的个体面对挫折时，可能认为自己不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容易将挫折夸大，因而可能采取较为消极的

应对方式，在挫折面前易逃避。逆商教育中可增加相应的自信心训练，提高学生的自信，培养积极的应

对方式。 
人们关于逆商与情商的关系一直充满好奇，Siphai 等人(2015)发现，情商能显著预测逆商(r = 0.577, p 

< 0.001)。但关于情商与逆商的研究目前较少，Siphai 等人的研究表明，EQ 和 AQ 的关系密不可分，EQ
能显著预测 AQ，关于两者之间是否相互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5. 逆商的影响效果 

5.1. 逆商与心理健康 

Espejo 等人(2006)研究发现童年遭遇逆境而有焦虑症的人容易在成年时候引发抑郁。陈灿锐等(2008)
研究发现，学生的 AQ 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焦虑对 AQ 和抑郁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与薛峰等(2014)，
研究结果一致，AQ 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这表明，提高逆商水平，可能会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AQ
高的学生在遇到困境时，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困难，因而体验到较少的消极情绪；AQ 低的

学生遇到挫折时则相反，挫折本身会让他们体验到消极情绪，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无法解决问题，因而

他们更容易体验到焦虑、抑郁等情绪。 

5.2. 逆商与学业成就 

张琪等(2015)逆商总体水平及各部分得分与护生护理专业课、人文课的平均成绩无相关性。李婉婷等

(2015)，对高年级护士学生逆商研究，护生成绩处于 > 90 分段的护生逆商显著低于成绩在 80~89 分段的

护生，即并非成绩越好，逆商水平越高。曹春艳等(2015)，数学成绩对初中生的数学逆商有影响。数学成

绩能显著预测初中学生的 AQ。目前关于逆商与学业成就的研究，结果大多是两者无显著相关。这与我们

对逆商和学业成就的预期不太一致，并不是逆商越高成绩越好，或者成绩越好逆商越高。但是，也有研

究表明，成绩能显著预测逆商值，两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这两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其他

因素影响，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6. 逆商教育 

6.1. 逆商与体育教学 

体育教学由于其特殊性，不仅能使学生增强体质，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磨练学生的意志力，培养学生

克服困难和战胜挫折的能力。李吴磊(2014)强调了在体育教学中进行逆商教育的必要性，体育教学在逆商

教育方面得天独厚的优越性。他认为在体育教学中进行逆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指导、体育实践

和实践延伸。何婷婷(2011)采用实验法对高中生进行了逆商训练。通过理论教学(观看体育竞赛、名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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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等)和体育实践在体育教学中融入挫折教育，提升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雷瑛等(2013)在高校体育教学

中设置大学生逆商的培养课程，引入素质拓展训练，提高了女大学生的抗挫折力。并且其研究表明，女

大学生的逆商水平越高，毕业后的就业率越高。 

6.2. 逆商与学科教学 

王巍然(2015)对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逆商的培养进行了探索，提出给予学生适当的压力、对学生进行

正面积极的评价等方法。但其研究仅提出了数学教学中培养逆商的方法，并未进行实证研究。朱桂凤(2016)
提出了慢教育课堂数学逆商的培养，对数学逆商的培养框架进行理性建构和知性研究。包括思维控制力、

思维归属力、思维影响力、思维延伸力四个维度和认知心向、数学观念以及课程精神三个层面。这对数

学教学和逆商培养方式的探索都是一种创新，但也未进行实证研究。韦学宁(2012)、严璟(2012)和曹怡玲

(2018)分别探索了在语文、英语教学中进行逆商教育的方法。逆商与各学科教学的研究多为理论研究和教

学方法的总结，给一线教师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指导。但缺少实证性研究，无法说明这些方法对学生的逆

商培养有怎样的影响。 

6.3. 逆商与心理健康教育 

钱晨露(2015)总结了逆商研究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积极心理实验探索(书写日记、体验积极情绪)、
开展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活动。钱晨露(2015)围绕“逆商”这一主题设计了：积极优势、积极情绪、积极

应对和自我决定等八个单元的团体辅导活动。实验组经过团体辅导活动后，逆商得分显著提升。研究者

和一线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逆商教育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该方面的研究报告较少，且多为

理论性文章。逆商教育仍然是心理工作者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7. 总结与展望 

逆商自 1997 年提出以来，便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医学、心理学等领

域。但目前关于逆商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领域，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逆商的研究仍存在许

多问题。第一，研究表明我国学生的逆商处于中、低等水平，学校教育中逆商教育呼声和高。研究者和

一线教师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多为理论研究和方法总结。实证研究较少，无法说明逆商教育的有效性。

第二，研究多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现，研究严谨度有待提高，如使用信效度较差的测量工具，缺乏进一

步统计分析等。第三，由于研究较少，许多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是存疑的。如逆商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目

前的研究并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四，目前的研究多为逆商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研究，关于逆商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如逆商与焦虑、抑郁情绪呈负相关，但逆商对这些负性情绪的影

响机制仍不清楚。 
逆商教育是近年来的热点，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学校逆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方法总结。

总体来说可从以下方面开展逆商教育：第一，在学科教学过程中进行逆商教育，如体育、数学等学科可

结合学科特点将学科教学与逆商教育结合。第二，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学校通过设置心理咨询室，开设

心理健康课程、团体辅导活动等培养学生逆商。第三，研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对学生逆商水平相关，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应渗透逆商教育，给孩子提高心理支持，让孩子养成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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