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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留学生焦虑、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周　娜，何静文，李　玲，崔　轶*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探究在华外军留学生的焦虑、抑郁水平及两者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整群

抽样，用自编人口学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某军队

院校 148 名外军留学生进行调查，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Stepwise 法）探讨焦虑、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

关系。结果　共发放问卷 14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5 份，有效率为 91.2%。135 名外军留学生的平均 PSSS 得分为

（57.89±14.37）分。SAS 平均得分为（48.33±9.21）分，其中 47 名（34.8%）学生存在轻度及以上的焦虑症状，且

女生的 SAS 得分高于男生（P＜0.01）。SDS 平均得分为（53.12±9.03）分，其中 82 名（60.7%）学生存在中度及以

上抑郁。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军留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其焦虑、抑郁症状越严重（β＝－0.211，
P＝0.016；β＝－0.462，P＜0.01）。结论　外军留学生的焦虑、抑郁问题较严重，且严重程度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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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tudents  
in China

ZHOU Na, HE Jing-wen, LI Ling, CUI Yi*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Center, Faculty of Psycholog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ever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tudents in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With cluster sampling, 14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tudents from 
a military universit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elf-compil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explored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A total of 
148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13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1.2%. The average 
score of PSSS of the 135 students was 57.89±14.37. The average score of SAS was 48.33±9.21, and 47 students (34.8%) 
had mild anxiety or above; and the SAS score of the femal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s (P＜0.01). The 
average score of SDS was 53.12±9.03, and 82 students (60.7%) had moderate depression or abov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lower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evel, the more seriou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β＝－0.211,  
P＝0.016; β＝－0.462, P＜0.01). Conclusion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are serious, and the severity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 Key words ］ military overseas studen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xiety;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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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军队院校外军留学生的数量日益

增长，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留

学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常年身处异国他

乡，不仅面对陌生的文化与环境，还要应对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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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人际关系压力，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WHO 一项关于国际留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发

现，在调查的 13 984 名全日制留学生中，35% 的学

生存在至少 1 种生活中常见的心理障碍［1］。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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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研究发现，与普通医学本科生相比国际医学留

学生的心理问题相对突出。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

被支持、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绪体验，它是人们适

应社会和环境非常重要的应对资源［3］。相比于社

会支持，它并不十分关注受试者的客观社会支持资

源，而更加反映个体对资源的发掘能力和利用能

力，体现社会支持资源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作

用。多项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焦虑、

抑郁等情绪有关［4-7］。良好的领悟社会支持有助于

改善心理健康水平。

目前国内针对在华留学生，特别是外军留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及领悟社会支持的研究仍相对缺

乏。为了解外军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

情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某军队院校外军

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调

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 年 3－5 月，采用整群抽样

法，对某军队院校外军留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焦

虑与抑郁情况进行调查。测试均在研究者统一指导

下进行。

1.2　研究工具　（1）自编的一般人口学问卷：包

括年龄、性别、国籍及婚姻状况。

（2） 领 悟 社 会 支 持 量 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由 Zimet 等［8］于 1988 年编

制，是一个强调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感受的社会支

持量表。PSSS 由 12 个自评项目组成，包括家庭支

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3 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

法，总分为 12～84 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领悟到

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总得分 12～36 分为低领悟

社会支持状态，37～60 分为中领悟社会支持状态，

61～84 分为高领悟社会支持状态。

（3）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由Zung［9］于 1971 年编制，由 20 个条目组成。

采用 4 级评分法（4 个选项“无、有时、经常、持

续”分别对应 1、2、3、4 分），其中 5 个条目（条

目 5、9、13、17、19）为反向计分，其余按顺序计分。

评分结果乘以 1.25 后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总

得分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

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4） 抑 郁 自 评 量 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 Zung［10］于 1965 年编制，能全面、

准确、迅速地反映被试的抑郁症状及严重程度。该

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采用 4 级评分法（4 个选

项“无、有时、经常、持续”分别对应 1、2、3、
4 分），其中 10 个条目（2、5、6、11、12、14、
16、17、18、20）为反向计分，其余按顺序计分。

总得分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

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人数和百

分数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回

归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并使用 Stepwise 法。检验

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共发放问卷 14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5 份，有

效率为 91.2%。

2.1　一般人口学情况　135 名外军留学生的年龄为

19～30 岁，平均年龄为（22.86±2.47）岁，其中男

81 人（60.0%）、女 54 人（40.0%）。92.6%（125
人）的学生未婚，4.4%（6 人）已婚，0.7%（1 人）

离异，2.2%（3 人）丧偶。外军留学生主要来自老

挝、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及马尔代

夫等 23 个国家。

2.2　外军留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及焦虑、抑郁得分 
情 况　135 名 外 军 留 学 生 的 PSSS 平 均 得 分 为

（57.89±14.37）分，其中 6.7%（9 人）的学生处

于低领悟社会支持状态，47.4%（64 人）处于中领

悟社会支持状态。SAS 平均得分为（48.33±9.21）
分，其中 34.8%（47 人）的学生存在轻度及以上

的焦虑。SDS 平均得分为（53.12±9.03）分，其中

60.7%（82 人）的学生存在中度及以上抑郁。SAS
全国常模得分为（37.23±12.59）分、SDS 全国常

模得分为（41.88±10.57）分［11］，本研究得分均高

于全国常模，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4.002、
14.466，P 均＜0.01）。

按照性别、婚姻状况及年级分组，组间比较结

果（表 1）显示，仅有 SAS 得分在男女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女生得分高于男生（P＜0.01）。

2.3　外军留学生焦虑、抑郁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

的关系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SSS 得分与

SAS、SDS 得分呈负相关（r＝－0.181、P＜0.05；
r＝－0.462、P＜0.01）；SAS 得分与 SDS 得分呈

正相关（r＝0.635，P＜0.01）。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领悟社

会支持是外军留学生焦虑的影响因素（β＝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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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 135 名在华外军留学生进行调

查，发现他们的焦虑和抑郁问题比较突出。国内有

关大学生群体焦虑、抑郁的研究比较多，结果表明

医学院校学生的焦虑、抑郁问题更加突出［12］。本

研究调查的 135 名外军留学生所学习的专业也是临

床医学专业。国内医学院校学生焦虑、抑郁的相关

因素包括学业压力大、就业前景问题等。与本课题

组前期调查结果［13］一致，学业压力也是外军留学

生的主要压力源之一，这可能与医学生培养过程中

课程多、内容多、涉及面广有关。外军留学生不仅

要应对较高的学业压力，还要克服学习中的语言障

碍。中文是世界上比较复杂的语言体系，外军留学

生入学后如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军较为严格的军事管

理模式及适应学习生活、地理环境和文化上的巨大

差异，很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外军留学生的焦虑情绪与性

别有关，婚姻状况、学龄等因素对其没有影响。本

研究发现女性外军留学生的焦虑程度较高，与既往

研究结果［14-17］一致。Skromanis 等［18］研究发现，与

澳大利亚本土学生相比，留学生尤其是男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较差，并且他们很少主动寻求心理帮助；

梁社红等［19］对浙江大学留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

调查，发现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较差。

影响留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陌生的

社会制度、交流与学习障碍、生活质量较低、自我

照顾能力不足及社会歧视和孤立等［20］。本次调查

的外军留学生大多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因经济

和文化原因导致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可能无法形成

自信，加上外军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军队的管理模

式，均可能造成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不同年级及

不同婚姻状况的外军留学生之间，焦虑、抑郁的评

分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外军留学生群体

中焦虑和抑郁程度没有因为求学时间的延长或婚姻

状况的改变而发生明显变化。

本研究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外

军留学生的焦虑、抑郁症状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有

关，留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焦虑、抑郁症

状越严重。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

解心理压力，减少负性事件带来的不良情绪，改善

焦虑、抑郁症状。该结果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陆斯琦等［21］研究发现，临床医师的领悟社会支持

与焦虑、抑郁情绪密切相关；Tambag 等［22］也发现

产后女性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与抑郁症状有关。纵

向研究也发现，较低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能预测抑

表 1　按性别、婚姻状况及年级分组外军留学生的 PSSS、SAS、SDS 得分比较

x±s　

变量 n
PSSS SAS SDS

得分 统计值 得分 统计值 得分 统计值

性别 t＝1.852 t＝7.192** t＝0.001
 男 81 56.52±13.68 46.63±8.79 53.10±9.11
 女 54 59.94±15.24 50.87±9.31 53.14±8.98
婚姻状况 F＝1.330 F＝1.836 F＝0.757
 未婚 125 58.29±13.91 48.32±9.14 53.16±9.02
 已婚 6 47.17±23.38 45.83±6.50 49.79±9.59
 离异 1 68.00 68.75 63.75
 丧偶 3 59.33±8.02 47.08±13.12 54.58±9.46
年级 F＝0.654 F＝0.853 F＝0.417
 一 20 59.15±15.69 48.81±9.01 52.06±10.60
 二 28 57.68±13.47 47.23±7.39 54.64±7.94
 三 28 58.14±14.78 50.35±12.72 52.36±9.67
 四 22 54.86±12.24 49.94±9.25 54.09±9.52
 五 14 63.21±13.23 47.32±8.75 51.25±7.61
 六 23 56.39±16.63 45.86±6.10 53.31±8.85

**P＜0.01．PSS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

t＝3.013，P＝0.002；β＝－0.211，t＝－0.257，P＝ 

0.016），调整后 R2 为 0.081；领悟社会支持是外军

留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β＝－0.462，t＝－6.000，
P＜0.01），调整后 R2 为 0.207。



· 227 · 

郁症状［23］。提示本研究中外军留学生较高的焦虑、

抑郁评分可能与他们较低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有

关。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不同，现实中他人和

环境给予的社会支持能否被当事人很好地利用是领

悟社会支持的关键，这很好地体现了当事人的人际

关系质量。外军留学生在我国建立高质量人际关系

的困难阻碍了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提升［24］。

本研究中外军留学生的焦虑、抑郁问题相对

突出，而良好的领悟社会支持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负

性情绪。学校相关各级机构应为他们提供更多可利

用的社会支持资源，同时加强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帮助其克服文化差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使他们能更加充分地利用自身及周围的社会资源，

有效维护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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