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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对军校医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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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军校医学生压力、心理弹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并探究其机制。方法　应用社交焦虑量表

（IAS）、大学生压力量表（SSCS）及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 211 名军校医学生进行测量，采

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关系。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率为 93.8%。社交焦虑和压力各

维度之间及心理弹性各维度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P 均＜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心理弹性对压力和社交焦虑

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χ2/df＝2.08，P＜0.05；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0.074，比较适配指数＝0.98，规准适配指

数＝0.97，增值适配指数＝0.98）。军医院校男生较女生压力更大 [（24.67±15.01）分 vs（20.17±13.07）分，t＝2.17， 

P＜0.05]。结论　心理弹性在压力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应加强对军校医学生心理弹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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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between stress and social anxiety in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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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social anxie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military 
universitie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ed mechanisms.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eleven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stres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SSCS)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Results　A total of 19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the effective rate being 93.8%.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various dimensions of stress and resilience (all P＜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social anxiety (χ2/df＝2.08,  
P＜0.05;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0.074, comparative fit index＝0.98, normed fit index＝0.97, incremental 
fit index＝0.98). The total stress score of the male student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students in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ies (24.67±15.01 vs 20.17±13.07, t＝2.17, P＜0.05). Conclusion　Resilience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social anxiety. Therefore daily management of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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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压力（stress）包括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突然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

（学习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等导致的心理紧张状

态[1]。医学生的学业任务繁重，面临的就业竞争激

烈，在学校和实习中面对的人际关系复杂，心理

压力较大[2]。而就读军校的医学生除了完成医学课

程，还要学习更多的军事类课程，学业压力较一般

的医学院校更重；此外，他们作为军校生还面临毕

业分配、个人和家庭事件等其他压力源，其心理压

力水平值得关注。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指个体由于可能被

他人品评而表现出的一种对社交情境显著或强烈的

害怕或焦虑[3]。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师需要具备良

好的社交能力，不害怕和回避与人交往，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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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及其家属保持良好的沟通，确保医治过程顺

利进行。然而有调查显示，医学生的社交焦虑水

平高于其他专业大学生[2]，这可能与其心理压力有

关。既往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心理压力水平密切相

关，如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认为，人际交往压力在

社交焦虑的产生和维持中起到重要作用，人际交往

压力可以导致社交焦虑的生理和认知反应[4]；研究

还发现大学生学业和生活压力也与社交焦虑有关，

学业压力越大、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个体的社交焦

虑水平越高[5]。对于学业、人际和生活压力较大的

军校医学生而言，其心理压力是否影响社交焦虑，

这是本研究关注的一个问题。

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个人面对逆境、危险

或其他重大压力的反应能力，经常作为压力情景和

个体情绪或行为反应的中介因素[6]，如张红坡[7]研

究发现心理弹性在大学生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之间

起到中介作用；还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在大学生

就业压力与焦虑情绪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较高

的就业压力会导致心理弹性水平降低，而心理弹性

水平的降低则会进一步加剧焦虑情绪的产生[8]。那

么，心理弹性能否介导压力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心

理弹性能起到完全还是部分中介作用？这是本研究

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本研究以军校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

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压力与社交焦虑的关

系及心理弹性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某军医大学临床医学、医学

心理学、护理学等专业医学生 211 人。共发放问

卷 211 份，剔除缺失值超过 10% 及规律作答的问

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率 93.8%。198 名 
被试中男生  96 人、女生  102 人，平均年龄为

（20.3±2.1）岁。

1.2　工具　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由彭纯子等[9]根据 Leary 的英文版 IAS 
修订，信效度良好，适用于中国大学生。IAS 由 
15 个条目组成，按条目陈述与自身的符合程度进

行 5 级计分，量表总分为 15～75，分数越高表示

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

大学生压力量表（stres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SSCS）由李虹和梅锦荣[10]编制，信效度良

好。该量表共含 3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0～3 级 
计分，量表总分为 0～90，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压力

越大。SSCS 分为个人压力、学习压力、消极事件 
3 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3 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

分别为 0.92、0.91、0.84。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是应用最

为广泛的心理弹性测量工具之一，本研究使用的  
CD-RISC 是我国学者于 2007 年翻译并修订的中文

版心理弹性量表[11]。CD-RISC 共有 25 个条目，每

个条目采用 0～4 级计分，总分为 0～100 分，得

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好。该量表可分为 3 个
维度：坚韧（tenacity）、力量（strength）和乐观

（optimism），本研究中 3 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
数分别为 0.92、0.88、0.6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和 AMO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 t 检验，相关

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 
为 0.05。

2　结　果

2.1　社交焦虑、心理弹性与压力的水平和相关 
关系　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压力和心理弹性测量结

果如表 1 所示。社交焦虑和压力及心理弹性量表

的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个人压力、学

业压力、消极事件、压力总分均与社交焦虑呈正

相关（P 均＜0.01），说明军校医学生社交焦虑水

平可能受各方面压力的影响。心理弹性量表的坚

韧、力量和乐观维度及总分均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 
（P 均＜0.01），同时心理弹性的各维度也与压力

量表的维度均呈负相关（P 均＜0.01）。压力、心

理弹性、社交焦虑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提示心理

弹性可能为压力和社交焦虑的中介因素。

2.2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

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压力对社交焦虑作

用中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将压力与心理弹性作

为潜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用极大似然法对假

设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路径系

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拟合情

况良好（χ2/df＝2.08，P＜0.05；渐进残差均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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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力的性别差异　分析医学生在社交焦虑、

压力和心理弹性上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男生与

女生的个人压力维度得分分别为（11.29±8.66）

分和（7.74±6.8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16，P＜0.05）。个人压力的差异还造成男女医学

生 IAS 总分的差异 [男生（24.67±15.01）分，女生

（20.17±13.07）分，t＝2.17，P＜0.05]。在其他方

面并未发现性别差异。

3　讨　论

3.1　压力、社交焦虑和心理弹性的关系　本研究

重点考察了军校医学生压力、心理弹性和社交焦虑

之间的关系。首先，相关分析显示压力与社交焦虑

呈正相关，为军校医学生的压力影响社交焦虑水平

提供了直接证据。在各类型压力源中，学业压力与

社交焦虑的相关系数最高，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对其

他同学的评价受到其学习成绩的影响[12]，而从社交

焦虑的定义可知，他人评价是社交焦虑产生和维持

的重要因素[3]。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应关注军校医学

生的学业压力对其正常社交和情绪的影响。相关分

析还显示，心理弹性与压力、社交焦虑均呈负相

关，表明心理弹性对压力和社交焦虑情绪具有一定

的缓冲作用，能缓解个体的压力感知和情绪反应。

这一结果与既往文献结果一致，如苏盼等[13]研究证

实心理弹性能改善压力状况、提升个体应对压力的

能力；张姗姗和宋利[14]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

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心理弹性是不良社交行为的

保护因素，良好的心理弹性功能可以帮助个体从容

应对人际交往。

其次，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压力和

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心理弹

性介导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42.86%。压力和社

交焦虑与心理弹性的路径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压力

越大、个体心理弹性越差，其社交焦虑水平越强，

不良的心理弹性水平不利于个体进行积极的情绪调

节。这一结果与黄洁等[15]的结果相似，他们发现心

理弹性对应激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善于进行积极

的认知评价，所以他们较少因应激导致心理健康问

题。军校医学生较普通高校学生面对更大的学业、

人际和生活压力[2,16]，因此借助心理弹性的培养提

高军校医学生应对压力的能力和缓解社交焦虑情绪

表 1　社交焦虑与压力、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n＝198　

项目 得分 (分), x±s 社交焦虑 r 个人压力 r 学业压力 r 消极事件 r 压力总分 r 坚韧 r 力量 r 乐观 r 弹性总分 r
社交焦虑 41.15±7.85 1
个人压力 9.38±7.91 0.30** 1
学业压力 10.09±6.01 0.41** 0.63** 1
消极事件 2.78±2.80 0.19** 0.60** 0.55** 1
压力总分 22.25±14.52 0.37** 0.92** 0.86** 0.75** 1
坚韧 33.46±8.68 －0.46** －0.36** －0.40** －0.26** －0.38** 1
力量 22.77±5.22 －0.40** －0.46** －0.42** －0.29** －0.48** 0.86** 1
乐观 10.07±2.07 －0.42** －0.31** －0.37** －0.30** －0.42** 0.72** 0.73** 1
弹性总分 66.30±15.60 －0.47** －0.41** －0.43** －0.30** －0.46** 0.97** 0.93** 0.82** 1

**P＜0.01

图 1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模型

平方根＝0.074，比较适配指数＝0.98，规准适配

指数＝0.97，增值适配指数＝0.98）。效应值分析

显示，压力对社交焦虑的总效应值达 0.42，其中

直接效应为 0.24，占总效应的 57.14%；通过心理

弹性对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为 0.18，占总效应的 
42.86%。心理弹性在压力和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压力除经过心理弹性影响社交焦

虑水平外，还对社交焦虑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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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更为重要，应当引起教育者的关注。

3.2　压力对社交焦虑的直接作用及压力的性别 
差异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发现除了心理弹

性的中介作用外，压力对社交焦虑还有直接作用，

说明除了心理弹性这一中介因素，压力还可能通过

其他路径影响社交焦虑。但蒲勤[17]的研究发现，心

理弹性在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完

全中介效应，与本研究结果有一定出入。这可能是

因为本研究定义的压力包括学业、个人等方面，较

生活事件的定义更宽泛和全面；当使用维度较丰富

的压力量表时，研究者也发现压力不仅通过心理弹

性对社交焦虑情绪产生影响，还存在额外的直接影

响，心理弹性只起部分中介作用[15,18]。那么，压力

还可能通过哪些路径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呢？有研

究揭示了认知偏向的中介作用[19]。心理弹性被众多

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人格特质[20]，结合既往研究和本

研究结果可以推测，认知和人格因素可能共同在压

力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

以同时纳入认知和人格因素以探讨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军校医学生中男生压力比女生

更大，这与既往研究结果[21]相似。造成男女压力差

异的主要来源是男生有更大的个人压力。本研究

中，个人压力主要包括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条件

等，军医院校男女比例不均衡，男生人数众多，男

生和异性接触机会少，情感困扰较普遍，这可能造

成男生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存在压力，进而表现出

个人压力大的趋势。

总之，本研究发现军校医学生的压力与社交

焦虑密切相关，且心理弹性在压力和社交焦虑的关

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启示军校教育中需关注学

员压力、着力提高学员的心理弹性，对军校医学生

心理健康培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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