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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医学生心理危机脆弱性问题逐渐明显，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方法：采用问卷

调查法，依据危机脆弱性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对415名医学生展开调查，探

索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并验证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结果：(1) 心理危机脆弱

性与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呈负相关，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呈正相关；(2) 积极心理资本在

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影响起部分中介效应。结论：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脆弱性具有影响作用，

积极心理资本发挥中介作用。需要关注医学生心理危机的脆弱性，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降低医学生

的心理危机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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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s becoming obviou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
vey was conducted on 415 medic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Crisis Vulnerability Questionnaire,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he Positive Mental Capital Scal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an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mental capital. Results: (1)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between social sup-
port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2)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
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has an influ-
ential role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ulner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to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establish a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mechanism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sychologi-
cal crisi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心理压力已成为公众面临的重要挑战。医学生学业负担重、临床实践压力大，并经受处理医患关系

的考验，心理危机概率随之增加(郭静等，2018；胡凡等，2023)。心理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失衡的状态，

指个体遭受的高强度压力和生活状态重大变动打破原有的心理平衡，从而降低对现有状态的应对能力(张
勇，2018)。心理危机影响个人生活质量，也是导致自残、自杀等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心理

危机脆弱性展开研究。 
学者主要探讨了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对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人从社

会网络中能够获取的各类资源，以缓解个体压力，减少心理危机概率(甘秀英等，2009；季卫东等，2010)。
积极心理资本是指个人积极的心理发展状态(Luthans & Youssef, 2007)。涵盖自我效能感、乐观心态、希

望以及韧性等方面，对个体成长和心理健康有着动力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探索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和心理危机脆弱性的联系，有助于了解社会支持

和积极心理资本对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影响机制，便于建立心理干预体系和制定心理干预工作。 

2. 概念及相关研究 

2.1. 心理危机脆弱性概念及特点 

心理危机脆弱性体现为个体心理易感性较强，并缺少应对潜在心理危机的应对手段(郭静等，2018)。
此前研究发现，有童年虐待经历的学生更容易展现心理危机脆弱性，当其面临压力时，心理危机问题更

严重(李梦菊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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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易感性群体存在异质性。在学生群体中，性别、年级和专业都会导致心理危机易感性出现

差异。此外，学习阶段也是导致心理危机易感性的重要因素，本科生在出入大学时，可能会由于学习环

境、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导致适应困难产生心理危机；研究生阶段则由于面临科研压力、工作和升学压

力，也有可能导致心理危机易感性上升(郭静等，2018；胡凡等，2023)。还有学者发现了专业差异，认为

理工科学生可能忽悠与课程难度高、学习任务重等学业压力导致心理危机概率更高(胡凡等，2023)。 

2.2. 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概念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会支持体系涵盖正式支持(如学校政策、心理辅导)与非正式支持(如家庭关怀、同伴关系)，是减轻

医学生心理危机的重要动力。张胜男(2024)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不仅能减少人际关系困扰，还可间接提升自

尊水平，进而降低抑郁风险。 
此前学者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如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危机脆弱性

越低、焦虑和抑郁水平越低，心理幸福感越高(甘秀英等，2009；季卫东等，2010；王宣予等，2019)。同

时，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个人的心理成长。社会支持提供了交流和支持机会，个体通过交流学习，提升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医学生在社会支持中，可以培养社交能力，提升对心理危机的防范能力，促进心

理健康发展(黄煜文，罗芊懿，尚鹤睿，2021)。积极心理资本属于一种正向心理资源，是提升个体面对成

长挑战中的重要因素，能够呈现出积极心理状态，并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提升作用(Luthans & Youssef, 2007; 
郑亚楠，胡雯，2019)。积极心理资本中，心理韧性是核心构成要素，能够改善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对临床实践背景下的医学生而言尤为关键。 

2.3. 心理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 

此前研究发现，心理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存在关联。胡凡等(2023)提出，社会支持

是影响农村大学生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唐礼庆等(2020)对学生危机脆弱性、应对方式及社会

支持的相关性展开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学生危机脆弱性有显著改善作用，当个体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较

低时，生活与学习中更易产生消极情绪，抗压能力也相对较弱。 
本研究根据“资源保护模式”解释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社会支持作为外部资源，通过增强积极心

理资本(如提升心理复原力、自我效能感等)，间接降低心理危机脆弱性。具体而言，社会支持的作用体现

在三个方面：(1) 直接影响：社会支持通过提供情感安抚与实际帮助，直接削弱压力源的负面冲击。例如，

同伴间的支持能有效缓解医学生的孤独情绪，降低抑郁发生几率。(2) 间接影响：社会支持借助强化积极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改善心理健康。张胜男(2024)的链式中介模型显示，“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困扰→自

尊→抑郁”的病理效应显著，表明社会支持能够通过改善人际关系、提升自尊水平，间接降低心理危机

脆弱性。(3) 动态交互效应：积极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不同压力阶段发挥不同作用。比如，心理韧性在

应对急性压力(如考试)时至关重要，而乐观心态在面对慢性压力时更为关键。 

3. 方法 

3.1. 研究样本 

选取某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为被试，本研究共发放 438 份问卷，有效问卷 415 份，有效率 94.75%。 

3.2. 研究工具 

3.2.1. 危机脆弱性问卷 
本研究采用危机脆弱性问卷，该问卷由 G. Parry 设计，包含 15 道题目，每题设置“是”“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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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三个选项。得分越高，个体受危机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低于 5 分表明几乎不受危机影响；5 至 10
分说明能够有效应对多数危机；11 至 15 分意味着可能难以在危机中维持心理平衡；超过 15 分则显示个

体极易受到危机冲击。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1。 

3.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本量表包含 10 个项目，涵盖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分数越高，表明个体

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9。 

3.2.3.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该量表包含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四个维度，共有 26 个条目。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积极心

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 

3.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进行收集，测量内容除了量表之外还对性别等人口学变量进行了调查，测量后

的数据统一使用 SPSS21.0、PROCESS 进行数据分析。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将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0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是 30.43% (<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4.1.1. 医学院本科生一般资料 

Table 1. Result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N = 415) 
表 1. 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N = 415)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6 49.60 

女 209 50.40 

户籍类型 
农村 212 51.10 

城镇 203 48.90 

家庭类型 

双亲抚养 391 94.20 

单亲家庭 21 5.10 

亲戚抚养 2 0.50 

孤儿 1 0.20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45 34.90 

否 270 65.10 

月生活费 

0~600 元 5 1.20 

600~1200 元 95 22.90 

1200~1800 元 203 48.90 

1800 元以上 112 27.0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7431


颜思佳 等 
 

 

DOI: 10.12677/ap.2025.157431 294 心理学进展 
 

样本中共包括206 (49.60%)名男性医学生和209 (50.40%)名女性医学生，农村户籍有212 (51.10%)人，

城镇户籍有 203 (48.90%)人。家庭类型中，双亲抚养人数为 391 (94.20%)人，单亲抚养人数为 21 (5.10%)
人，亲戚抚养人数为 2 (0.50%)人，孤儿为 1 (0.20%)人。独生子女为 145 (34.90%)人，非独生子女为 270 
(65.10%)人。样本中月生活费在 0~600 元的人数为 5 (1.20%)人，600~1200 元的有 95 (22.90%)人，1200~1800
元的有 203 (48.90%)人，1800 元以上的有 112 (27.00%)人。具体见表 1。 

4.1.2. 心理危机脆弱性的总体情况 
由表 2 可见，医学院本科生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平均分是 9.57，这表明大多数医学生还是能够成功度

过危机。 
 
Table 2. Crisis vulnerability statistics of the subjects (N = 415) 
表 2. 被试危机脆弱性情况统计表(N = 415)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心理危机脆弱性 9.57 22 1 4.16 
 
由表 3 可知，得分低于 5 分的学生有 51 人，占比 12.29%，表明这部分同学基本不会受危机影响；

得分在 5 至 10 分之间的有 200 人，占比 48.19%，意味着他们能够有效应对多数危机情境。值得关注的

是，11 至 15 分的群体有 140 人，占比 33.73%，反映出这些学生应对危机的能力相对薄弱，面对压力时

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得分超过 15 分的有 24 人，占比 5.78%，这类学生仅依靠自身

能力较难渡过危机，显示出其心理状态较为脆弱。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crisis vulnerability by score band (N = 415) 
表 3. 被试危机脆弱性各分数段分布情况统计表(N = 415) 

 5 分以下 5~10 分 11~15 分 15 分以上 总计 

人数 51 200 140 24 415 

% 12.29 48.19 33.73 5.78 100 

4.1.3.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由表 4 所知，男性学生在心理危机脆弱性上显著高于女性学生，p < 0.05，t = 3.70。由表 5 所知，心

理危机脆弱性在家庭类型上差异显著。 
 
Table 4. Gender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 to psychological crisis (N = 415) 
表 4.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性别上的差异(N = 415) 

性别 M ± SD t 

男 10.32 ± 4.11 3.70*** 

女 8.83 ± 4.09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5.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vulnerability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N = 415) 
表 5.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N = 415) 

  M ± SD F 

户籍类型 
农村 9.67 ± 4.22 0.279 

城镇 9.46 ±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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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类型 

双亲抚养 9.59 ± 4.15 3.118* 

单亲家庭 8.48 ± 3.75  

亲戚抚养 11.00 ± 4.24  

孤儿 21.00 ± 0.00  

独生子女 
是 9.63 ± 4.23 0.055 

否 9.53 ± 4.13  

月生活费 

0~600 元 11.40 ± 6.46 1.105 

600~1200 元 9.79 ± 4.36  

1200~1800 元 9.71 ± 4.01  

1800 元以上 9.04 ± 4.17  

4.2. 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Table 6.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N = 415) 
表 6. 三者间的相关关系(N = 415) 

 心理危机脆弱性 社会支持 积极心理资本 

心理危机脆弱性 1 −0.44** −0.56** 

社会支持 −0.44** 1 0.51** 

积极心理资本 −0.56** 0.51** 1 
 

由表 6 可知，心理危机脆弱性、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三者显著相关，心理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

持、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4.3.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7. Mediated effects test (N = 415)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N = 415)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R R-sq F β t 

第一步 积极心理资本 社会支持 0.51 0.26 74.37*** 1.51 12.19*** 

第二步 心理危机脆弱性 社会支持 0.47 0.22 61.08*** −0.25 −10.24 

第三步 心理危机脆弱性 
积极心理资本 

0.62 0.38 85.74*** 
−0.09 −10.21 

社会支持 −0.11 −4.56 

 
Table 8. Mediated effects test (N = 415)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N = 415) 

效应关系 效应值 LLCI 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25 −0.30 −0.20  

直接效应 −0.11 −0.16 −0.06 46% 

间接效应 −0.13 −0.17 −0.1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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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所示，通过 bootstrap技术对积极心理资本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间接效应值为−0.13，
95%置信区间[−0.17, −0.10]不包含 0，因此说明间接效应成立，所以积极心理资本在模型中起到了显著的

中介作用。 
根据效应占比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积极心理资本的效应占比为 54%。详见表 8。 

5. 讨论 

5.1. 关于三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研究表明，样本中的多数医学生心理危机脆弱性处于较好水平，这表明其对对心理危机具有较强的

抵御能力，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并且有足够能力应对危机。本研究发现 33.73%的医学生在危机面前

承受能力较弱，5.78%的学生仅依靠个人力量难以渡过危机，显示出部分群体的心理危机风险较高。因此，

必须正视当前医学生心理危机脆弱性的整体状况，重点关注存在潜在心理危机的学生，提前防范危机可

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心理危机脆弱性在大学生生源地和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未呈现显著差异，这与王宣予等(2019)的研

究结果相符。心理危机脆弱性存在性别的异质性，相较于女生，男生的心理危机脆弱性更高，这一结论

与过往研究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医学生的心理负担更重，较女性更容易出现心理失衡(郑亚楠等，2019)，
有必要关注其心理健康问题。 

在家庭类型方面，心理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及自我效能、

乐观、希望等指标存在关联。与孤儿群体相比，双亲家庭的学生普遍拥有更高的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

本，心理危机脆弱性也相对更高。有研究指出，家长通过调整学业期望、提供情感陪伴等方式，能够有

效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张胜男，2024)。双亲家庭中，大学生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更为频繁，心理承受能力

也往往更强，这也契合了王道阳等(2017)提出的双亲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水平更优的结论。可见，良好的家

庭环境有助于维护大学生的心理稳定性，需重视家庭因素在心理危机预警中的作用(卢勤，2010)。 
我们的研究发现非独生子女获得的社会支持高于独生子女，这可能因为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亲属关

系的支持来源。此外，主观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和自我效能在月生活费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月生活

费较高的学生在主观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方面表现更突出。根据社会支持理论，物质支持与信息支持能

够帮助个体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应对压力的能力。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通常拥有更丰富的物质精神生活，

学生可以获取多渠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5.2. 三者间的关系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社会支

持与积极心理资本则呈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危机脆弱性的过程

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缓冲机制体现在两个阶段：其一，在危机发生前，若个体感知到

自身具备应对危机的内在资源及外部社会支持，往往不会将困境视为危机；其二，在危机发生时，充足

的社会支持既能降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能帮助个体找到解决途径，从而抵御危机冲击、实现缓冲

效果。因此，若要降低医学院本科生的心理危机脆弱性，需着力提升其社会支持水平。这需要从学校、

家庭、社会等多层面完善社会支持网络，注重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营造积极互动的校园氛围，对维

护学生心理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支持能够预测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在面对心理危机时更倾向于

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能切实感受到家庭内外的支持力量，从而以更勇敢积极的心态处理问题、渡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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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涂巍 2015)。本研究验证了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医学生越能感受

到来自家庭、师长、同伴及社会的关怀与帮助，进而形成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有助于降低

心理危机风险。此外，社会支持较高的医学生可能拥有更丰富的物质条件、更和谐的家庭氛围及更良好

的社会关系，当个体意识到这些优势时，往往心态更积极、生活满意度更高，负面情绪更少，且具备更

强的情绪调节能力与目标专注力，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 

6. 结论 

心理危机脆弱性与社会支持、积极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积极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脆弱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因此，需要关注医学生心

理危机的脆弱性，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降低医学生的心理危机发生率。 
本研究受限于家庭类型样本量分布不均，未能开展事后检验，后续可采用均衡样本设计以优化研究

设计。也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对不同年级、医学专业及非医学专业群体展开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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