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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探索依恋关系中亲近依恋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

影响，帮助师范大学生建立良好的情绪弹性。方法：采用了《成人依恋量表AAS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的

修订》，张建新、余肖楠重新划分维度的《心理弹性量表》，张建新和Schwarzer于1995年在香港大一学

生中使用的中文版《一般效感量表》，调查了246名师范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依恋关系和自我效能感的具

体情况。结果：年龄和家庭结构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影响显著，亲近依恋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呈显著

正相关，亲近依恋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师范大学生的心理弹性。结论：有着亲近依恋关系的

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普遍较高，具有较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师范大学生群体他们的心理弹性往往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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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imate attachment in attachment rela-
tionships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o help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build good emotional resilience. Methods: The Revision of the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in a Sample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which was 
re-dimensioned by Zhang Jianxin and Yu Xiaonan,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which was used by Zhang Jianxin and Schwarzer in 1995 among first-year uni-
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246 teacher-training university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ttachment and self-efficacy in specific situation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different ages, 
close attachment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and close attachment influenced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eacher edu-
cation student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with close attachments is generally high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tends to be stronger in groups with higher levels of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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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子依恋关系影响着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在儿童的情感认知加工方式、自我认同、自尊等人格特

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不仅可以健全儿童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社会支持系统，还

可以提升儿童的心理弹性。相比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不安全依恋者自我概念不清晰，难以肯定自身的

优点，遇到负性事件时难以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容易陷入对自己与他人的责备中，从而影响孩子的身

心发展(石绪亮等，2023)。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依恋关系、自我效能、人格特质、情绪调节能力等多

种心理因素均存在着密切关系。心理弹性受到内部保护因素和外部保护因素的交互影响，自我效能感被

视为内部保护因素，依恋关系是心理弹性的外部保护因素。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弹性的作用

具体体现在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于自己能力的感知和评价，自我效能感通过调节个体的动机过程、思

维过程、选择过程和身心反应的过程，来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健康的依恋关系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

个体能够以健康的身心状态面对各种挑战，心理弹性也会逐渐提高。自我效能感和安全依恋关系二者相

互作用，影响着心理弹性的发展(郭雪萍，2019)。关于安全依恋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三者之

间的关系，在我国还未有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安全依恋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影响，并

探讨产生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弹性、有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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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部分专业随机抽选大一到研二班级的学生作为本调查的研究对象，

以线上问卷星方式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 248 份，剔除问卷项目回答不全或个人信息缺失的问卷，共获

得有效问卷 246 份，其中男 105 人、女 137 人；本科 179 人、硕士 69 人；独生子女 116 人、非独生子女

126 人；城市家庭 157 人、农村家庭 85 人；父母离异 73 人、父母非离异家庭 169 人。 

2.2. 研究工具 

采用成人依恋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中的亲近维度分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安全依恋。该量表

(杜江红等，2015)为成人依恋量表 AAS 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的修订版本，分量表由 6 个条目组成，采用

五点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分量表的 α系数为 0.7187。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测量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该量表

(Connor & Davidson, 2015)由张建新、余肖楠重新划分为 3 个因子，分别为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共

25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0~4 分)，量表得分越高，则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36。 
采用一般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测量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情况。该量表(Zhang & 

Schwarzer, 1995)由张建新和Schwarzer编制，共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形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2.3. 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本调查在网络平台发放问卷二维码或链接，采用“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问卷的形式，学生自愿填

写，匿名提交。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基本情况 

由表 1 所示，对不同性别、学历层次、是否独生子、生源地、家庭结构的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检

出率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没有显著的差异(p > 0.05)；在不同的年

级阶段的师范大学生中心理弹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 < 0.05)，即研究生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本科生。独

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没有显著的差异(p > 0.05)。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师范大学

生心理弹性没有显著差异(p > 0.05)。家庭结构对师范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有显著的影响(p < 0.05)，即离异

家庭的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显著低于非离异家庭。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gender, grade, only child, place of origin and family structure of mental resilience of nor-
mal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1. 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性别、年级、独生子女、生源地、家庭结构得分比较 

变量 类别 M ± SD t 值/F 值 

性别 
男 3.82 ± 0.72 

1.574 
女 3.68 ± 0.72 

年级 
本科 3.26 ± 0.68 

15.055 
硕士 3.45 ± 0.57 

独生子女情况 
是 3.70 ± 0.66 

−0.792 
否 3.77 ±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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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生源地 
城市 3.64 ± 0.72 

−2.880 
农村 3.92 ± 0.69 

家庭结构 
离异 3.96 ± 0.59 

3.556 
完整 3.64 ± 0.75 

3.2.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依恋关系、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法分别对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亲近依恋维度、自我效能感之间分别计算相关

系数，结果见表 2。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nd self-efficacy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r)  
表 2. 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依恋关系、自我效能感相关性(r) 

变量 1 2 3 4 5 

坚韧性 1.00     

力量性 0.873** 1.00    

乐观性 0.849** 0.773** 1.00   

亲近依恋 0.163* 0.196** 0.192** 1.00  

自我效能感 0.406** 0.486** 0.361** 0.174** 0.084 
*p < 0.05; **p < 0.01; ***p < 0.001. 

 
由表 2 可以看出，坚韧性与亲近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坚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力量

性与亲近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力量性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亲近依恋与乐观性存在显著正相

关；亲近依恋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3.3. 依恋关系、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弹性为因变量，以亲近依恋为自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其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R2 为 0.034，
方差分析结果是 F = 8.533，p = 0.04，说明此回归方程的有效性是较好的，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ose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表 3. 亲近依恋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R2 
B 标准错误 Beta 

1 
常量 3.070 0.233  13.151 0.000  

亲近依恋 0.226 0.077 0.185 2.921 0.004 0.034 

3.4. 师范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依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Bootstrap 分析法和 95%置信区间法对依恋关系、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

检验，其中依恋关系为自变量，亲近、依赖、焦虑 3 个维度为指标。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以心理

弹性为因变量，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 3 个维度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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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依恋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076, t = 2.6946, p < 0.05)。加入中介变量后，自我效能

感对心理弹性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5681, t = 7.7966, p < 0.001)。亲近依恋对心理弹性具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β = 0.1940, t = 2.6514, p < 0.05)。 

4. 讨论 

4.1. 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基本情况的讨论 

研究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差异，即研究生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本科

生。这与尔晓冉研究发现年级越高，学生的心理弹性越低的结果不一致(尔晓冉，2016)。这可能是因为随

着学生的年龄增大，人生阅历不断丰富，认知水平和个人能力也有所提高。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通常

需要历经更多的学术和生活压力，这些挑战对于他们的心理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攻读高级学位的

过程中，面临着更高的学业要求、更为复杂的研究课题以及更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积极应对并适应

各种困难和挫折。张玉妹的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呈显性正相关，学生的压力越大，心理弹性越

小，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张玉妹，刘国华，2021)。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这有助于他们培养出更加灵活适应变化的心态，这些经历对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弹性有着正向作用。在本

研究中，心理弹性在家庭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即非离异家庭的师范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离异家

庭。离异家庭的学生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和家庭的分离，会陷入对周遭事物稳定性的怀疑中，继而干

扰他们事情发展预期的判断，使心理弹性的发展受到消极影响。相比之下，非离异家庭拥有更好的家庭

氛围，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心理弹性。有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

是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外在危险性因素。当家庭发生变化时，孩子们可能会面临离别、家庭冲突、亲情

缺失等挑战，这些都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弹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李学容提出离异家庭的儿童与完整家庭

中培养出来的儿童进行比较，其心理健康程度较差，这类儿童常常表现出性格孤僻、冲动易怒、紧张焦

虑等等特征。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离异所带来的家庭环境变化和家庭成员关系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离

异家庭的儿童通常面临着更多相对较多的挑战和变化，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性增加给儿童的情感

和心理发展带来了外在压力。长期处于较大压力环境下，学生的负面情绪等不到有效缓解，导致性格逐

渐扭曲。亲子依恋理论也认为，家庭和睦、父母关系亲密等等因素有利于让孩子养成安全的依恋关系，

而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影响儿童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 

4.2. 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亲近依恋关系、自我效能感关系的讨论 

研究发现，亲近依恋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可见大学生如果养成了健康的依恋关系，

则他们的心理弹性也会显著提高，该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假设保持一致。大多学者认为，良好的亲子依恋

关系是儿童心理弹性的重要外部保护因素，并且能够让儿童养成乐观、自信和开朗的性格特征。儿童需

要通过建立安全、稳定的亲子依恋关系，发展积极的内在自我认知和自尊感。父母为孩子搭建的内在安

全心理架构，有助于帮助儿童应对将来的挑战和困难，更好的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赵静等，2022)。不仅

如此，在亲子关系中良好的依恋模式有利于坚韧积极的心理品质形成，促进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交往能

力的发展。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健康的依恋关系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个体能够以健康的身心状态面

对各种挑战，不断成长，心理弹性也会逐渐提高。在本研究中，亲近依恋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亲密的家庭关系可以影响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和信心，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这可能是因为在安

全的依恋关系背景下，大学生能够得到父母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从而不断投入自己的热情，提高自己的

信心，使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状态。而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又能够进一步促进大学

生更加积极从容的应对困难和挑战；在不健康的依恋关系下，由于家庭关系不够和谐，得不到父母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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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鼓励，因此，大学生也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的消极情绪。这一类型的大学生他们会表现出害怕社交、

害怕失败、没有自信等特点，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总是以更加消极的方式应对，在这样的恶性动态

平衡中，自我效能感水平也逐渐降低。 

4.3. 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亲近依恋关系、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的讨论 

由图 1 可知，亲近依恋关系可以直接作用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再作用于

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部分中介变量的角色。自我效能感可以

帮助行为主体指明清晰具体的目标方向，成为学生学习目标达成的近端驱动源(陶曙红等，2019)。自我效

能感对心理弹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在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于自己能力的感知和评价。在动机过程中，个

体的自我效能感会作用于他们对于任务的期望和目标的设定上。当个体自我效能感较高时，会偏向设立

难度适中的动机目标，合理地投入时间精力成本，持之以恒的坚持直至目标的实现。相反，当个体陷入

自我效能感恶性循环时，则会错误评估自己的胜任能力，导致目标的难以实现；在思维过程中，个体自

我效能感也会影响其思维模式。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倾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思维模式，在问题解决

的上表现出较强灵活性与创造性，即使遭遇失败，也会选择合理的归因方式，找到更好的解决策略。而

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则会消极应对困难和挫折；在选择过程中，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表现在行为决策的

合理性上。具备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会对环境、个体和行动三者进行科学合理的评

估，基于科学可靠的分析进行决策，注重决策带来的正向结果反馈。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更倾向于回

避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害怕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在身心反应的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情绪感受，

自我效能感低者更容易感到焦虑沮丧和疲惫自卑，在遇到紧急状态时也更容易陷入情绪失控的状态。因

此，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他们会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适当地调整自己设定的

目标自我调节动机水平和投入程度。当面临困难、挫折、失败时能够对活动保持较高的持久力和耐力，

在面临可能的危险、不幸、灾难等厌恶性情境条件时能够保持一颗稳定的心态。因此，自我效能感较高

的人心理弹性也会随之增强，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本研究结果验证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自我效

能感影响个体的动机过程、思维过程、选择过程和身心反应的过程，在个体执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构成决定人类行为的一种近向原因(Bandura et al., 2001)。 
 

 
Figure 1. Model plo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se attach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图 1. 自我效能感在亲近依恋关系与心理弹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模型图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师范大学生安全依恋关系、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以及分析讨论，得出以

下结论：1) 年龄和家庭结构对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影响显著；2) 有着安全依恋关系的个体心理弹性越高，

亲近依恋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3) 自我效能感在亲近依恋关系和心理弹性之间起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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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亲近依恋关系可以直接作用于师范大学生心理弹性，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再作用于师范大

学生心理弹性，具有较高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师范大学生群体他们的心理弹性往往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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