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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中美大学生应激相关问题的跨文化比较

凌文轮
’

方 俐洛
2 王崇巍

3

【摘 要】 目的
:
探讨大学生应激相关问题

,

研究应激的跨文化特点
。

方法
:
采取随机抽样

、

量表建构法和

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对 17
一

27 岁的 2
、

3 年级中美大学生应激进行 了跨文化研究
。

结果
:
中美大学生

的应激源均包括生存焦虑
、

社交恐惧和角色紧张三个因素 ; 缓冲因素由社会支持和 自我效能感两个因素组成
。

美国大学生的角色紧张高于中国大学生
,

而中国大学生在生存焦 虑和社交恐惧因素上的得分高于美国大学生
。

结论 : 美 国大学生在应对应激方面
,

比中国大学生更具有自信
。

中美大学生有相似的应激源及应激缓冲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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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 (亦称应激
,

Stre s s )所造成的心理健康问

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其进行了探讨IlP
。

在我 国
,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十

分令人担忧问
,

因此开展对心理压力 的研究具有现实

意义
。

本研究选取了大学生应激源和缓冲因素作为主

要内容来探讨应激问题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美大学

生应激的跨文化 比较研究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

美 国大学生样本 207 人

(男 10 1 人
,

女 10 6 )
,

中国大学生样本 2 5 2 人 (男 10 9

人
,

女 14 3)
。

被试年龄在 1 7~2 7 岁之间
。

男性 2 10 人
,

占 4 6 %
。

女性 2 4 9 人
,

占 5 4%
。

方法 ¹大学生应激源问卷的编制与检验
:
采用开

放式问卷收集项 目
。

两所大学的 36 名大学生填写了开

放式问卷
。

从 中筛选出至少有 3 人以上写到的项 目
,

作

为初始项 目
,

并加人了在美国收集到的而在中国未收

集到的项 目
,

编制成初始问卷
。

对北京和美国北卡州的

大学生进行了测查
。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得数据进

行因素分析
,

抽取三个因素
,

共 20 个项 目
,

构成大学生

应激源问卷
。

º缓冲因素问卷
: 包括社会支持和 自我效能两个

维度
,

由 15 个项 目组成
。

分别代表了他人和 自我两个

方面
。

问卷首先在美国进行了预试和修订
。

然后分别施

测于中美大学生
。

»统计分析方法
:
使用 SP S S ll

.

0 软件对数据进行

主成分分析
、

信度检验和方差分析
。

结 果

对中美大学生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检

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

2
.

1 中美大学生应激源 的因素结构
:
表 1 和表 2

结果显示
,

中
、

美大学生的应激源均由社交恐惧
、

生存

焦虑和角色紧张三个因素组成
,

只是顺序不一样
。

1
.

广州大学社会心理 学研究所 (51 以0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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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激源问卷中国样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 (下2 5 2)

社交恐惧 生存焦虑 角色紧张

项 目 负荷量

0
.

7 2 8

0
.

6 9 6

0
.

6 9 0

0
.

6 7 6

0
.

6 6 6

0
.

5 2 8

项 目 负荷量

0 8 3 4

0
.

7 89

0
.

7 10

0
.

4 6 5

0
.

37 6

项 目 负荷量

5 14 与异性交往

S4 当众表演

5 16 与陌生人交往

5 3 当众讲话

51 5 处于陌生的环境

s2 初次做某事

5 18 思考未来

5 17 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

5 19 想到社会的阴暗面

51 2 担心 自己的健康

51 3 担心家庭成员的健康

5 2 0 考试失败

s8 发现考试时间不够

51 0 要做的事情太多

5 9 做错了事

5 5 突发事件

5 6 上课答不出问题

51 1 担心成为罪犯的受害者

5 7 未按时完成作业

5 1 考试

。
.

44 6

0. 64 7

0. 64 5

0
.

6 0 7

0
.

5 2 1

0
.

5 15

0
.

4 7 6

0 43 4

0
.

3 2 9

表 2 应激源问卷美国样本的主成分因家分析结果 ( n = 2 07 )

角色紧张 生存焦虑 社交恐惧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5 8 发现考试时间不够

5 10 事情太多
,

忙不过来

5 7 未按时完成作业

5 2 0 考试失败

5 1 考试

5 9 做错了事

s5 突发事件

5 6 上课答不出间题

负荷量

0
.

78 8

0
.

70 6

0
.

6 9 5

0
.

6 8 8

0
.

64 8

0
.

6 15

0
.

5 7 2

0
.

5 12

51 3 担心家庭成员 的健康

5 17 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

5 19 想到社会的阴暗面

5 12 担心 自己 的健康

5 11 担心成为罪犯的受害者

5 18 思考未来

负荷量

0
.

7 10

0
.

70 7

0
.

6 6 8

0
.

翻1

0
.

58 5

0
.

5 64

5 3 当众讲话

S4 当众表演

5 1 6 与陌生人交往

5 2 初次做某事

5 15 处于陌生的环境

5 14 与异性交往

负荷量

0
.

7 7 5

0 7 6 6

0
.

62 3

0 5 8 7

0
.

5 8 0

0
.

5 20

2. 2 中美大学生应激缓冲因素的结构 (见表 3一) :

中美大学生的应激缓冲因素都包括 自我效能和社会支

持两个因子
。

但项 目即11 和盯巧 在中国样本的结果

中
,

属于
“

社会支持
”

因素
,

而在美国样本的结果中
,

却

属于
“

自我效能
”

因素
。

表 4 缓 冲因素问卷美国样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 (N= ZO7)

自我效能

项 目 负荷量

社会支持

项 目

R F 12 我能够找到解决问题 0. 7 53

的方法

RF Z 有人为我设定标准使

我能在危险 或麻烦

到来之前止步

RF 3 有人告诉我如何做

负荷量

0
.

7 6 6

R F 14 我知道和别人谈话和采 0. 737 0
.

705

表 3 缓冲因素问卷中国样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 (N = 25 2)

自我效能 社会支持

项目 负荷量 项目 负荷量

0
.

716

0
.

67 3

0
.

65 2

0
.

64 1

0
.

6 17

取行动的合适的时间

RF 10 我确信事情会好起来 0. 69 2 0 6 3 3

盯9我压意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0. 80 5

RF S我自尊并尊重别人 0. 7%

RF 7 我很高兴帮助别人 0. 6 82

RF 10 我确信事情会好起来 0. 626

RF 13 我能够控制自己 0
.

61 7

RF 12 我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5 87

RF4 我自己学看去做事情 0. 5 70

RF 14 我知道和别人谈话和采取 0. 43 4

行动的合适的时间

RF 15 我总能找到帮助者

RF 6 我受人喜爱

RF I 我是可信棘的人

RF S在危险时总会有人帮助我

RF Z有人帮助我能在危险

或麻烦到来之前止步

RF 3有人告诉我如何做 0
.

5 67

RF ll 我可以告诉别人困扰我的事情 0. 5 25

RF n 我可 以告诉别人困扰

我的事情

RF 15 我总能找到帮助者

Rf s 我 自尊并尊重别人

Rf g 我愿意为自己所做的

事负责

RF 7 我很高兴帮助别人

RF 13 我能够控制 自己

0 6 7 8

RF S 在危险时总会有人

帮助我

R F I 我是可信赖的人 (巧0 8

RF 6 我受人喜爱 0. 506

R f 4 我自己学着去做事情 0. 4月4

0
.

5 17

0 4 5 1

表 5 各问卷因子的信度检验 (C功n
加cb 系数 )

2. 3 应激源问卷和缓冲因素问卷的信度
: 表 5 显

示
,

每个因子测量的一致性较好
。

2. 4 项 目得分的跨文化比较
:
中美大学生有显著差

异的项 目共 2 6 项 (见表 6 )
。

应激饭问卷 缓冲因素间卷

生存焦虑 社交恐惧 角色紧张 全体 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 全体

中国样本 0
.

7 2 0
.

79 0
.

74 0
.

84 0名1 0
·

幻 0
·

88

(n二2 57 )

美国样本 0
.

8 1 0
.

77 0
.

86 0 89 0
.

85 0
·

8 5 0
·

9 1

二经竺七
-

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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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美大学生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测量结果 (又坦
项 目 中国 (N二 2 5 2 ) 美国 (N二 20 7 )

5 1 考试

5 3 当众讲话

5 5 突发事件

5 7 未按时完成作业

S ro 事情太多
,

忙 不过来

5 11 担心成为罪犯的受害者

51 2 担心 自己的健康

51 3 担心家庭成员的健康

51 4 与异性交往

5 15 处于陌生 的环境

5 16 与陌生人交往

51 7 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

5 19 想到社会 的阴暗面

5 2 0 考试失败

R F I 我是可信赖的人

RFZ 有人帮助我在危险或麻烦到来之前止步

R F 3 有人告诉我如何做

RF S 在危险时总会有人帮 助我

R F 6 我受人喜爱

R曰 我很高兴帮助别人

RF 10 我确信事情会好起来

RF ll 我可以告诉别人困扰我 的事情

RF1 2 我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R F 13 我能控制自己

R F1 4 我知道和别人谈话和采取行动的合适 时间

R F’l 5 我总能找 到帮助者

3
.

1士 0
.

8

3
.

5 士 0
.

9

3
.

4 士 0 名

2及士0刀

3 0 土 0名

2名士0 7

2名士0
.

7

3 7 士1 0

2 9 士0石

2名士0 7

2夕士0
.

7

2
.

9 土 0名

2 7 士 0
.

6

3
.

3士0 名

2 2 士0石

1
,

6土0 .5

2 0 士 0万

2 3 土0 6

2 刃士o j

2 5 士 0
‘

5

2
、

5 土0
.

5

2
.

1士0 5

2
.

2 士0
.

5

2
.

3士0 5

1
.

9 士 0 5

2 0 士 0 5

3 乃土0 9

3 名士 0乡

3
.

9 士 0 9

3 5 士0 月

3石士 0乡

2 3士 0石

2 之士 0
一

6

2名士0
.

6

2
.

2 士 0
.

6

2 5 士0万

2
.

4 士 0石

2 2 士0 石

2 3 士 o j

3刀士0石

2
、

8 士0 9

2石士 0名

Zj 士 0
.

6

2 汀士 0 石

2名士 0 6

2名士 0
.

7

2 4 士O
,

6

2
.

4 士 0 6

2
一

4 士 0 6

2 5 士 0 5

2 5 士0 石

2
.

5 士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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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1 1 1 * * *

6
.

34 *

3 5
.

2 1* * *

3 6
.

4 1 * * *

2 7
.

9 6 * * *

2 6 7 2 * * *

2 6
.

27 * * *

8 0 3 5 * * *

4 2 2 5 * * *

6刀2 * *

16
.

(叉) * *

3 9
.

5 2 * * *

18
.

7 4 * * *

2 4
.

9 1 * * *

9 1
.

7 4 * * *

19 8
.

3 4 * *

60
.

16 * * *

5 8
.

29 * * *

2 7 1
.

5 8 * * *

6
.

17 * * *

4
.

0 1

2 2
.

12 * * *

17
.

2 2 * *

9
.

1 5 * *

6 9 7 9 * * *

4 9
.

16 * * *

S 和 R F 分别代表应激源间卷和缓冲因素问卷的项 目
,

本文中相同
。 *
代0 .0 5

,
* * F狱0

.

01
,

** *

P< 住00 1 。

讨 论

关于大学生的应激源
:
结果表明

,

中美大学生的应

激源均 由社交恐惧
、

生存焦虑和角色紧张三个因素构

成
。

这表明
,

他们所遇到的应激问题是有共性的
。

提高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
,

增强大学生应对压力

的能力
,

帮助大学生认清自身的角色
,

顺利完成学业
,

是今后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任务
。

关于大学生的应激缓冲因素
: 中美大学生的应激

缓冲因素均由社会支持和 自我效能两个因素构成
。

自

信是一个成功者的重要特质
。

因此
,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

自信心
,

增强 自我效能感
,

也是大学生应付压力
,

减轻

应激的一个重要内容
。

中美大学生在应激问题上的差异
:
本研究表明

,

在

角色紧张的多数项 目上
,

美国大学生的应激高于中国

大学生
,

而在生存焦虑和社交恐惧因素的多数项 目上
,

中国大学生的应激又高于美国大学生
。

这说明
,

中国大

学生对学校里的学习还比较自信
,

而对自己人生的未

来发展缺乏信心
,

而美国大学生在这两方面要优于中

国大学生
。

在应激缓冲因素方面
,

除个别项 目外
,

美国

大学生应激均高于中国大学生
。

这一结果表明
,

美国大

学生在应对所面临的各种应激方面较有 自信
。

由上可见
,

加强对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应激的管理

和心理健康教育
,

培养他们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能

力和自信
,

应是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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