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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抽样调查方式对北京市 21 所大学

1430 名本科生的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积极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之间起部分的中

介作用；消极应对对于心理健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结论：加强对于大学生的应对指导，并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有

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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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factors about mental health of 1430 undergraduates from 21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Results: Positive coping style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Negative coping style

can influence mental health of undergraduates. Conclusion: Offering coping guidance and social support in stressful con-

ditions for undergraduates will contribute to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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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紧密

联系。应对方式是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后所

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是影响个体环境适应

性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2]。积极有效、直接面对问

题的应对往往有助于解决问题，而消极或者回避问

题的方式则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状

态[3,4]。对社会支持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精神病学的研究，此时社会支持是作为个体从他人

或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一般或特定的支持性资

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应付工作生活中的问题

和危急[4，5]。Sarason 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

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6]。知觉到的社

会支持是青少年适应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也是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7]。

大学生是一特殊的群体，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

形成期。近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大学生面临着更

大的压力。资料显示，有 10%- 30%的大学生出现各

种心理问题[8]。他们的心理健康已成为研究的焦点。

近年来虽然对社会支持、压力应对和心理健康之间

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的

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

更少。所以，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

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心理学研究

意义，而且也具有社会教育方面的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调查了北京 21 所

大学的 1610 名大学生，其中有效样本为 1430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8.82%。其中男生 648 人，占 45.30%，

女生 782 人，占 54.70%。平均年龄为 20.97±2.44 岁。

来自 211 重点院校的 766 人，占 53.6%，来自普通高

校的 575 人，占 40.2%，来自民办院校的 89 人，占

6.2%。独生子女 901 人，占 63.3%，非独生子女 522

人，占 36.5%。

1.2 研究工具

1.2.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CPS）[9] 共 20 题，其中

积极应对 12 题，消极应对 8 题。

1.2.2 社会支持量表[10] 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获得

别人支持方面的程度。取所有项目平均分作为社会

支持得分。

1.2.3 心理健康量表[11] 采用一般心理健康量表

（GHQ12），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三个月内出现某种

行为或产生某种感受的频度。

2 结 果

2.1 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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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

间的相关见表 1。其中家庭经济状况为五点评分，1

为“低于贫困线以下”，5 为“富裕”。

2.2 积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是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

康之间起中介变量作用。目前对中介效应的检验，

存在多种方法[12]。但普遍采用的是 Baron 和 Kenny[13]

提出的三步骤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在本研究中，由于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之间相

关显著，而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因此只考察积极应对对于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中

介作用。具体步骤：首先，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积

极应对为因变量，考察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的预测

作用；其次，以积极应对为自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

量，考察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最后，采

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在加入积极应对后，社会支持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上面每次回归分析中，都先将

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首先引入方程。结果

显示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而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降低。积极应对对社会支持

和心理健康的部分中介作用得到验证。见表 2。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检验表（x±s）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表 3 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2.3 消极应对的作用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消极应对和社会支持无显著相

关，而与心理健康相关显著。所以采用多层回归方

式考察消极应对的作用。见表 3。结果显示，在控制

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作用后，消

极应对对心理健康仍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3 讨 论

应对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状态，进

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表明：首先，

积极应对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而消极应对则

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验证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在心理健康中起的不同作用[14，15]。其中，消极应对对

于心理健康的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次，社会

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存在多种看法。不少研

究已证实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个体对应激过程的

认知评价，使个体在面对压力应激时所受到的伤害

减弱，即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效应。本研究显示，积极

表 2 积极应对对于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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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社

会支持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即支持

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作为

一种应对的资源，使个体更有可能采取积极应对的

方式，从而间接地影响心理健康水平。这与前人的研

究结论存在共同点[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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