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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针对中学生在义务教育阶

段的心理健康水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心理韧性指个体

能够成功应对较为严重的压力事件并且可以避免未来即

将到来的消极事件的负面影响的能力，这对于青春期的

中学生而言，无论是在学业或是在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在“双减”政策下中学生的心理韧

安庆师范大学横向课题“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培育机制及

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性状况与影响其的主要因素，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

展中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提供实践层面上的依据。

本研究挑选中学生心理韧性这一主题，将其与人口学因

素进行相关性调查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今后干预青

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提出建议。本文研究对象为安庆市某

中学的初高中生，因不同中学生群体心理韧性成因与表

现均有不同，因此更丰富了心理韧性的研究内容。其次，

探讨安庆市某中学初高中生心理韧性水平的特点，以及

其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学教育者更好了解和把握学生心理

韧性特点和现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

目前普遍认为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指的是个体

能够成功应对较为严重的压力事件并且可以避免未来即

“双减”政策下中学生心理韧性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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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研究中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的现状以及主要影响因素，选择了安庆市第十一

中学的全体学生作为被试群体，问卷选用心理韧性量表对研究被试进行施测、数据分析以及相关性讨论。得出结论

中学生整体情况表现较为良好但仍存在着相关的问题，亟须心理辅导与咨询的帮助。再婚与离异家庭的学生、亲子

关系疏远和冲突的学生存在着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情况，针对于此，家庭、学校以及社会需要进行相关干预，从而

帮助其维持健康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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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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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rimary influencing facto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study selected all students from the 
11th Middle School in Anqing as the target group. A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was administered to the subjects for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subsequent discussions on correl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overall,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ppears to be relatively good, but there are still related issues that require urg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Students from remarried and divorced families, as well as those with distant or conflict-ridd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end to exhibit lowe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response, interventions from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are needed to help these students maintain a healthy level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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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来的消极事件的负面影响的能力。相关学者认为，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逆境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适应性行

为的能力 [1]。个体想要得到成长必须充分利用他所拥有

的三个方面的资源，包括生理资源、环境资源与心理资

源，而其中的心理资源指的就是心理韧性，即预示着对

未来负面事件的特质抵抗能力 [2]。一些相关研究中，心

理韧性被看作是个人在经历过一些悲伤或者消极负面的

事件后能够继续前进并且使得自身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环

境的能力 [3]。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安庆市第十一中学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回收有效样本共 606 份。其中男生 330

人，女生 276 人；初中年级 153 人，高中年级 454 人；独

生子女 298 人，在婚家庭 521 人，离异家庭 19 人，再婚

家庭 66 人；亲子关系一般 198 人，亲密 394 人，冲突 5

人，疏远 9 人。

2. 研究工具

心理韧性的测量工具，主要分为 [4] 普适性心理韧性

测量量表与特异性心理韧性测量量表。本次研究调查采

用了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

理韧性量表（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简称 PRS），该

量表共有 27 个题项，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分为个

人力与支持力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个人力包括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与积极认知，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与人际协助

两个方面 [5]。

3. 统计方法

本文运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运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检验不同性

别、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在中学生心理

韧性水平上的差异情况。

二、研究结果

1. 安庆市第十一中学中学生心理韧性的性别差异

表1　安庆市第十一中学中学生不同性别学生

心理韧性的差异检验

由表 1 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在情绪控制维度上

男女生性别差异显著，而在其他几个因子与量表总分上

差异不显著。

2. 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差异检验

表2　安庆市第十一中学不同年级中学生

心理韧性的差异检验

由表 2 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初中生与高中生

在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 3 个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

3. 不同的家庭结构的中学生在心理韧性情况上的差

异检验

表3　不同的家庭结构的中学生在心理韧性情况上的

差异检验（M±SD）

由表 3 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得知，在情绪控

制维度上，三种家庭结构的初高中生存在着显著差异。

4. 不同亲子关系结构的中学生在心理韧性情况上的

差异检验

表4　不同亲子关系结构的中学生

在心理韧性情况上的差异检验

根据表 4 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得知，四种亲

子关系的初高中生在心理韧性各个维度包括总分上均存

在着较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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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与讨论

1. 安庆市第十一中学中学生心理韧性现状分析

结果表明，该被试群体的心理韧性情况较为良好，

但仍有一定的被试存在着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问题，在

心理韧性得分总分较低包括因子分得分较低的被试，学

校与家长应当给予较多的关注，必要时建议配合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加以辅导。

2. 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心理韧性情况现状分析

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在情绪控制维度上存

在着显著性差异，且结果显示男生的情绪控制水平要高

于女生，相关研究表明，同等年龄阶段的男生控制自我

情绪的能力水平要高于女生，在中学阶段由于生理激素

的原因，女生往往会表现出在情绪上更多的不稳定性和

负面情绪滋生的情况，而传统教育下要求女性更多地隐

藏自己的情绪发泄，因此在情绪自我控制的能力上，女生

的表现一般来说相比于男生会更差。建议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加强学生的情绪管理课程，尤其是针对于女生群体。

3. 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心理韧性情况现状分析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在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与人际

协助三个方面初中生与高中生的表现存在着显著差异，

且在这三个维度上初中生的表现均高于高中生。可能的

原因是相比于初中生而言，高中生群体的心理发展更加

完备且成熟，随之而来的对于家庭、人际交往和未来的

困惑和疑问也更多，高中生群体面临的课业压力与社会

性发展的挑战较初中生而言是更多的，在面对着步入高

中后，陡然而增的考试升学的压力与如何和周围同学相

处、如何在青春期这样的情绪不稳定时期和父母正确良

好的沟通会让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觉得迷惘无助，因此

对于未来对于当下的一些认识看法也会表现出消极负面

的表现。

4. 不同家庭结构的中学生心理韧性情况现状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结构的中学生在情绪

控制维度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且经过研究，情绪控制

维度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在婚家庭、再婚家庭与离异家

庭。这可能的原因是在青少年步入青春期的过程中，来

自家庭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青春期内最主要的表现就是

青少年的情绪不稳定，因此在健全的家庭结构中如何控

制情绪这一能力才能够得到发展学习，而在重组再婚家

庭和离异家庭中，由于父母双方有一方的缺失或者代替，

会导致青少年对于家庭产生怀疑和顾忌，因此原本能够

与父母内部进行协调疏导的这一过程就会被打破，从而

也就会表现出情绪控制水平较低的情况。

5. 不同亲子关系结构的中学生心理韧性情况现状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各个维度与心理韧性情况上，

四种不同的亲子关系结构的被试均存在着显著差异。具

体表现为在五个维度与心理韧性上亲密型亲子关系结构

的学生平均表现最好，而疏远与冲突型亲子关系结构的

学生平均表现最差。这可能的原因是亲子关系经常存在

着冲突和冷漠疏远的青少年，当他们在遇到了在这个年

龄阶段面临的问题困扰时，由于与父母的恶劣关系他们

经常会采取自己或者同伴的不成熟的经验来进行解决，

这对于他们的心理韧性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危害。

四、结论

1. 目标群体的心理韧性情况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学校与老师应与家庭建立联系，从而帮助目标学生心理

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塑造出较为良好的心理韧性，度

过青春期这一心里发展关键期。

2.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影响中学生心理韧性水平的

主要因素包括性别因素、年级因素、家庭结构因素以及

亲子关系结构。因此，作为基础心理教育工作者应当以

这些因素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着重点，从而更好地帮助

到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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