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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普遍较弱，学历的社会认知度较低，就业局限，社会压力大，而高职学生的焦虑

情绪往往源于心理韧性度较低。本文利用心理韧性量表对陕西某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

韧性现状，并通过心理韧性度与焦虑情绪的相关性,为高职院校培养教育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心理韧性的
人才提出建议和意见。并通过对该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心理韧性水平分析与焦虑情绪水平的测评结果分析，

了解到高职学生心理韧性水平与焦虑情绪在性别、是否是学生干部、是否独生的差异不显著，但却在生源

来源上有差异，而心理韧性水平与焦虑情绪呈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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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以及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因素趋于复杂多

样化。当代大学生面对的就业压力、环境压力、竞争压力

也随之而来。学生的生活环境、就业环境、自我价值认知

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影响学生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 
而高职学生不仅面临学业挫折压力，还面临着就业压

力，虽然我国当前市场对高职学生需求数量在不断上升，

我国高职学生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但社会还是普遍存在对

本科学生与高职学生的区别对待。因此高职学生对压力的

实行能力和调适能力十分重要。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也

曾指示要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的培养。高职学

生的心理韧性水平高低直接反应他们的心理调适能力与

焦虑情绪。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学生，焦虑情绪较低，心

理调适能力较强，反之较弱。 

2  心理韧性与焦虑情绪的概念 

我国关于心理韧性，也叫心理弹性。韧性可译为抗逆

力、复原力和弹性，可以解释为物体受到外力后变形，并

在外力消失后恢复原状。而心理韧性是指人类在受到重大

创伤、困难和挑战等外力后的应对调试能力，强调个体的

成长。心理韧性也是指人类个体开启的自我保护程序，能

够帮助个体抵抗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高校学生与青少年

相比较，心理发育已经成熟，具备自我约束力和控制力。

焦虑情绪是人类个体在受到外界的干扰、威胁的时候，产

生的一种应激情绪。主要是慌乱、不安、紧张等，有时会

伴随胸闷、气短等生理反应。焦虑情绪严重的个体，如不

加以干预，不排除会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3  研究工具 

本文共采用两个不同的测量表，第一个是大学生心理

弹性量表，包括三个分表，56 个项目：包括乐观、自我

效能和适应性、关系感(包括互相信任、社会支持、人际
交往等)和情绪调节力（包括情绪敏感性、情绪恢复性和
情绪破坏性)。每个项目以 0-4计分，0表示从不，4表示
总是。其中情绪调节力分量表为反向记分。第二个是宗氏

抑郁自评量表，通过对 20个测试项目的得分总和与系数
相乘后的得分，来判断焦虑水平的高低。 

4  某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韧性水平与焦虑情绪相关
性研究 

4.1  学生心理韧性水平研究 
向陕西某高职院校三年制高职学生随机抽取 100 名

在校生并发放心理韧性量表，发放问卷 100份，其中回收
有效问卷 93份，93名学生人口统计学资料见下表 1： 

表 1  抽样学生人口统计学资料 
变量 情况说明 人数 比例 

男性 30 33% 
性别 

女性 63 67% 
城镇 21 22% 

居住地 
农村 73 78% 
学生干部 28 30% 

职位 
无 66 70% 
是 40 43% 是否 

独生子女 否 54 57% 

4.1.1  总体情况 
根据统计调查问卷得出该高职院校某学院学生心理

韧性水平平均值为 106.98分，最小值为 80，最大值为 143,
见表 2： 

表 4-2 
 N 最小值 最大值 M+SD 

韧性水平 93 80 143 106.98+19.1 

由数据得出，心里韧性平均分为 106.98 分，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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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中高水平。高职学生心理韧性整体在理想水平的原因

有：第一，高职学生在就业时，接受度广，对工作要求少，

较少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第二，高职学生较容易满足，

幸福感较强，根据调查研究幸福感是干预心理韧性水平的

重要因素；第三，高职学生学习压力小；第四，高职院校

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定期开展心理教育活

动，培养学生学业以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其次，根

据心理韧性最高 143分与最低 80分差异较大，也说明了
这些学生心理韧性水平差异较大，有部分学生心理韧性水

平过低。这是因为高职学生自我调节能力较弱，遇到困难

容易出现逃避现象，也因为高职学生自我要求较低，容易

在遇到困难挫折时自暴自弃，学校应该更加关注与支持学

生的心理变化与发展。 
表 3  学生心理韧性自我效能和适应性平均得分 

 M SD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39.5 3.21 

人际关系 35.6 4.6 
情绪调节 31.12 3.2 

关于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的平均得分为 39.5分，
情绪调节平均得分为 31.12 分，人际关系平均适得分为
35.6分。 

4.1.2  心理韧性与学生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对心理韧性各部分的性别差异进

行分析(见表 4)： 

表 4 
 男 女 T P 

韧性水平总分 106.11±18.05 115.43±11.64 4.020 0.049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39.5±3.38 38.12±3.45 2.01 0.032 

人际关系 35.3±5.159 36.1±4.978 0.67 -0.02 
情绪调节 30.22±3.78 31.01±3.12 3.2 0.01 

 

根据结果显示，被调查学生中，P<0.05，说明性别对
学生心理韧性水平影响不明显。但是女生心理韧性水平平

均成绩高于男生。说明女生在面对逆境，压力或重大创伤

时，比男生更加稳定、成熟，更加能够沉着应对困难、镇

定面对，较好的做到自我调节和恢复。 
4.1.3  心理韧性与学生成长环境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学生心理韧性的成长环境差

异（M±SD）进行分析（见表 5）： 
表 5 

 城镇 农村 T P 
韧性水平 102.65±16.37 114.72±14.76 7.426 0.009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39.1±4.3 38.1±3.54 2.389 1.034 
人际关系 37.3±6.12 36.1±4.213 2.961 0.104 
情绪调节 33.56±4.98 31.67±5.1 2.170 0.2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同城镇农村样本对于得分均呈现

出显著性(p<0.05)，意味着不同城镇农村样本对于得分均
有着差异性。具体分析可知：城镇学生与农村学生对于得

分呈现出 0.01水平显著性(F=7.426，p=0.009)，根据具体
对比差异可知，城镇的平均值为 102.65 分，低于农村心
理韧性得分。说明来自农村的学生心理韧性与来自城镇的

学生心理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学生的心理韧性低于生

活条件艰苦，较为独立的农村学生。此外在乐观、自我效

能和适应性、人际关系、情绪调节的得分方面，城镇学生

均比农村学生略高，但无显著差异。 
4.1.4  心理韧性水平与学生是否担任职务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对学生心理韧性的是否担任职务

差异进行分析（表 6）： 

表 6 
 担任干部 无职务 T P 

韧性水平 105.65±17.54 114.74±13.65 3.994 0.051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40.01±5.3 38.21±3.1 2.038 1.24 

人际关系 36.13±6.12 35.11±4.23 1.961 -2.4 
情绪调节 31.56±4.98 31.67±4.21 1.70 2.031 

 

由表可知，是否承担班级干部职务对于得分均没有表

现出显著性(p>0.05)，这意味着是否担任干部职务样本对
于得分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差异性。说明是否担任干

部职务样本对于得分全部均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说明

学生是否承担班级职务与学生心理韧性水平的不同没有

关系。 
4.1.5  心理韧性与学生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对学生心理韧性的是否独生子女

差异进行分析（表 7）：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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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生子女 非独生 T P 
韧性水平 108.61±17.47 113.81±11.10 0.798 0.376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32.01±5.3 30.81±4.1 4.038 -1.78 
人际关系 28.13±6.12 30.11±4.23 2.91 0.86 
情绪调节 31.02±4.98 26.1±5.221 4.70 0.631 

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对于得分均不会表现出显著性，

也就是是否独生子女样本对于得分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

有差异性。可知是否独生子女样本对于得分均不会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是否是独生子女与心理韧性、人际关系等没

有关系。 
4.2  学生焦虑情绪研究 
通过调查量表的回收与统计，该院校学生心理焦虑情

绪的总体的平均得分为 42.75 分，标准差为 7.321，焦虑
检出率为 2.4%。可以得出该高职院校学生焦虑程度较低。 
焦虑程度与性别、居住地、是否担任班委等职务、是

否是独生子女等的相关性研究： 
  M SD F 

男性 39.45 3.1 0.8 
性别 

女性 43.67 3.07  

城镇 43.12 1.31 4.2 
居住地 

农村 37.23 1.72  
学生干部 42,12 2.96 -0.41 

职位 
无 42.45 2.27  
是 40.45 2.07 -0.232 是否 

独生子女 否 39.23 2.59  

由分析可知，心理焦虑与性别无明显差异，但却与居

住地有差异性，城镇学生焦虑度高于农村学生，可能由于

城镇学生面对环境复杂，社会因素较多等。 
4.3  心理韧性与焦虑水平相关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心理韧性得分与焦虑水平相关系

数为-0.534，为负相关性，说明心理韧性得分与焦虑得分
之间都显著负相关,学生个人对于自己应对挫折能力的信
心越高，则感受到的焦虑情绪将会越低。 

变量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人际关系 情绪调节 心理韧性评分 焦虑情绪得分 
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性 1     

人际关系 0.221 1    
情绪调节 0.167 0.242 1   

心理韧性评分 0.032 -0.02 0.01 1  
焦虑情绪得分 -0.032* -0.54* 0.001* -0.534* 1 

学生焦虑与乐观、适应性、人际关系、情绪的控制与

韧性。得分均呈现负相关性，有显著差异性。说明学生性

格越乐观，自我效能越高，则焦虑情绪越低，人际关系的

改善也会减少焦虑情绪，善于控制情绪的学生，焦虑情绪

也较低。 

5  结语 
 

根据本项目的结果分析发现，农村户口的学生心理

韧性水平较高。虽然当前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但因为社

会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农村经济远远

低于城市经济水平，生活环境、硬件设施、教育资源都

比城市缺乏。因此，农村学生深知要更加的努力才能改

变生活。也因为客观条件，农村学生从小更容易获得锻

炼、磨炼意志，变得更加坚韧，他们在经历创伤后也能

迅速恢复。而城市学生大多家境优越，从小娇生惯养，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让他们没有独立解决困难的

经验。所以,当他们一旦遇到挫折和困难就会退缩，会
难以适应、容易放弃。此外，农村的学生家长大多是农

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于下一代教育的看法也是简单

粗暴的，缺乏对孩子的呵护关心。这也导致农村孩子更

加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加的独立自主，更加的理性。

而城镇的孩子，容易依赖父母，依赖老师，依赖学校，

依赖社会，缺乏自身锻炼实践。 
此外心理韧性得分与焦虑情绪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说明如果学生心理韧性度较高，那他的焦虑程度就越低。

而焦虑情绪较低的学生往往更加乐观，自我效能感较高，

适应能力越强，善于管理调节情绪，人际关系也要比焦虑

情绪高的学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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