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1, 11(6), 1607-161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6180  

文章引用: 刘玎, 卢宁, 王春林, 孙伊桐, 李玫玫, 王小悦(2021).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意向性

自我调节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1(6), 1607-1617. DOI: 10.12677/ap.2021.116180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意

向性自我调节的中介作用 

刘  玎，卢  宁*，王春林，孙伊桐，李玫玫，王小悦 

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1年5月24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10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29日 

 
 

 
摘  要 

目的：探讨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意向性自我调节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探索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

义感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方便采样，对广东省985名肢体残疾人施测生活目的量表(PIL)、
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ISR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结果：(1) PIL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与SCL-90总均

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539~−0.883, p < 0.01)，PIL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

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目标、生活价值、生活态度、生活自主(r = −0.789, p < 0.01; r = −0.725, p < 0.01; r 
= −0.607, p < 0.01; r = −0.561, p < 0.01)。(2) ISRQ总分及各维度均分与SCL-90总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

呈显著负相关(r = −0.497~−0.813, p < 0.01)，ISRQ四个维度与SCL-90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

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优化意向、选择意向(r = −0.813, p < 0.01; r = −0.796, p < 0.01; r = 
−0.636, p < 0.01; r = −0.569, p < 0.01)。(3) PIL总分及四个维度与ISRQ总分及四个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

相关(r = 0.691~0.786, p < 0.01)，ISRQ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与PIL的生活目标维度相关程度最高，

ISRQ对待丧失的选择维度与PIL生活价值维度的相关程度次之(r = 0.788, p < 0.01; r = 0.700, p < 0.01)。
(4) 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分别在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意向性自我调节

的补偿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78%；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例为24.59%。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9.39%；意向性自我

调节的对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0.27%。结论：(1) 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

调节能力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也可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影

响心理健康。(2) 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程度不等的部

分中介效应，提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非常有必要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开

展生命意义教育，以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程度为参考，依序开

展针对各个维度相关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并兼以生活化、日常化的心理支持促进意向性

自我调节策略意识和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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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life meaning,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disabled person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between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total of 985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tested by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SCL-90), purpose in-life test (PIL) and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SRQ). Re-
sults: (1)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otal mean score and the mean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of SCL-90 and the total mean score and the mean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of PIL (r = −0.539~−0.883, p < 0.01).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IL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CL-90 from high to low is: life goal, life value, life attitude and life autonomy 
(r = −0.789, p < 0.01; r = −0.725, p < 0.01; r = −0.607, p < 0.01; r = −0.561, p < 0.01). (2) The total 
score of ISRQ and the mean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mean score of SCL-90 and the mean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r = −0.497~−0.813, p < 0.01).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SRQ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CL-90 from 
high to low was: choic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loss, compensation intention, optimization inten-
tion, and choice intention (r = −0.813, p < 0.01; r = −0.796, p < 0.01; r = −0.636, p < 0.01; r = 
−0.569, p < 0.01).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and 
four dimensions of PIL and the total score and four dimensions of ISRQ (r = 0.691~0.786, p < 
0.01). The choic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loss of ISQR ha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life goal 
dimension of PIL, followed by the choice intention of ISRQ ha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the 
life value dimension of PIL. (4) Each dimension of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compensating dimension of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accounted for 27.7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ptimization intention dimension accounted for 24.59% of the to-
tal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oice intention dimension accounted for 19.39% of the total ef-
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choic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loss dimension accounted for 30.2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can direct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and it can also influence mental health through intentionality regulation. 

 
Keywords 
Physically Handicapped, Life Meaning Sense, Psychologically Health, 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6180


刘玎 等 
 

 

DOI: 10.12677/ap.2021.116180 1609 心理学进展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肢体残疾人主要是指躯体缺失或功能受损而导致机体功能不同程度的丧失，活动范围受限的个体。

肢体残疾人由于先天因素，或在生活中遭受意外事故，部分或全部丧失了机体能力，社会参与度不高。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肢体残疾人为 2412 万人，占残疾人总数 29.07%，在各

残疾类型中的比重最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比例逐年攀升。肢体残疾人群

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在社会群体中属于弱势群体，由于先天因素或后天事故导致躯体的残缺或

病损，使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时常遭遇种种困境，加之常常有可能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其在心理上

既需要接纳自我还要承受他人的歧视。他们在求学、就业、婚姻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面临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赖德胜，廖娟，刘伟，2008)。一方面，肢体残疾人由于躯体部分缺失，无法充分地参与正

常的社会活动，使其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需要他人的帮助，不得不经常求助于人，

这可能使肢体残疾人士易于产生无用感，甚至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肢体残疾人所获

得的教育资源有限，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之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参加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

此显而易见会阻碍肢体残疾人士的社会适应性发展以及心理健康的维护。 
洪伟，唐勇，张南平，陈惠玲(2010)采用 SCL-90 对肢体残疾人与健全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人。肢体残疾成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值得关注(伍毅，黄胜春，

贡东卫，褚毅生，陈优，2012)。黄田艺，陈定湾(2020)对杭州市肢体残疾人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

调查分析结果显示，35.1%肢体残疾人存在抑郁状况，残疾等级、生活自理能力、朋友数量和社会支持度

是抑郁影响因素的独立危险因素。肢体残疾人多有敏感、脆弱、自卑及自尊心强的心理特点(吴靖萱，2015)。
残疾人易于产生自杀意念，是自杀的高危群体(曾文芳，谭彩，曾鑫，2017)。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

过程中，尤其有必要增强其生命意义感。 
肢体残疾人总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乐观，但是在此群体中存在着一部分适应良好的个体，他们保

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并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生命价值。积极心理学认为，

个体积极心理品质能够使其获得良好心身状态。本研究纳入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两个积极心理

变量，探索肢体残疾人的这两方面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探寻肢体残疾人心理康

复的有效机制提供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参考角度。 
生命意义感是 Frank 存在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就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目

标，而其强调此意义即为人格的核心。生命意义感影响着工作、创造和承受苦难的能力。Frank 认为个体

如果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或者没有明确的生命目的，将会陷入存在空虚而痛苦，从而引发存在性心理疾病，

甚而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Jim, 2000)。研究表明，希望和目标的缺乏、生命意义感的丧失是导致心理

健康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Krause, 2007)。Crumbaugh 将生命意义感界定为个体对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感知

程度，他认为获取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的目标，这一目标不仅让个体有存在方向感，而且给予其价值感。

Crumbaugh 进一步强调生命意义感也使个体有明确价值感的生活态度，个体通过自己的生活态度来实现

有价值的人生和自我认同感(Crumbaugh & Maholic, 1964)。对生命意义感实施干预有助于调适负性自动思

维以及缓解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周静，2016)，增强生命意义感有助于显著降低自杀意念(徐良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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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树，熊昌娥，刘祖松，黄翠萍，曾德志，等，2019)。生命意义感知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

绪，更善用积极的心理资源应对问题。 
意向性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以增强自我功能或优化自我发展为目标，积极协调情境中的要求、资源与

个人目标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行动过程(Gestsdottir, Bizan-Lewin, Eye, Lerner, & Lerner, 2009)，即个体在面对

外界环境变化或其他因素时，通过对自身进行调整，去更好地适应环境，使自身的发展或目标的实现不

受影响。意向性自我调节是个体自我调节的高级形式。意向性自我调节促进个体积极发展(Gestsdottir, 
Bowers, von Eye, Napolitano, & Lerner, 2010)。SOC 模型(选择、优化和补偿模型)是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主要

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出发点是如何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以避免消极发展，即最大程度地激发发展潜能，

同时为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失而启动补偿修复功能。意向性自我调节早期用于老龄化研究，有研究结果显

示，倾向于采用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个体，其生活满意度更高，幸福度指数更高(Isaacowitz & Blan-
chard-Fields, 2012)。有研究者将意向性自我调节用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研究，提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初

始水平与发展速度在学校资源与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常淑敏，郭明宇，王靖民，王

玲晓，张文新，2020)。高意向性自我调节个体有更加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加明确的生活目标(王国霞，

盖笑松，2011)。 
肢体残疾人这一心身遭受重创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发展现状及其与心理健

康的关系值得探究。本研究在前期对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调查分析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

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是否发挥着中介效应，分析生命意义感是否既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又可通过选

择、优化和补偿等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以期为探索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康复的有效机

制提供参考和建议。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取样，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社区、残疾人企业和残疾康复机构肢体残疾成年人进行问卷施

测，回收问卷 985 份，有效问卷 941 份，有效率为 95.5%。被试在性别和残疾级别上的分布：男性 403
人，女性 538 人，比率分别为 42.8%和 57.2%；一级肢体残疾 289 人，占 30.7%，二级肢体残疾 251 人，

占 26.7%，三级肢体残疾 209 人，占 22.2%，四级肢体残疾 192 人，占 20.4%。 

2.2. 研究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研究工具 
采用尹美琪基于 Crumbaugh 编制的“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 in-life test, PIL)”修订而成的 PIL 中文版

本进行生命意义感测量。全量表共 20 个条目，包含生活态度、生活目标、生活价值和生活自主四个维度，

采用 Likert 氏 7 点计分法。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越强。周静(2016)对 PIL 量表的信效度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 PIL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892，四个维度效度相关系数在 0.742~0.865 之间，

表明 PIL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周静，2016)。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PIL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8，
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9~0.911。 

2.2.2. 心理健康研究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全量表一共 90 个项目，包含 9 个

因子。采用 Likert 氏 5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关症状越严重，即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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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研究中广泛使用，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SCL-90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5，各分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9~0.916。 

2.2.3. 意向性自我调节研究工具 
采用 Gestsdottir 和 Lerner 编制的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Intentional self-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SRQ)。

该问卷一共 13 个题目，分为选择意向性(3 个题目)、优化意向性(3 个题目)、补偿意向性(4 个项目)和对

待丧失的选择意向性(3 个题目)四个维度，采用 Likert 氏 7 点计分法。被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意向性自

我调节能力越好。在本研究被试群体中，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7，各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5~0.932。 

2.3.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2.0 中文版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1) 相关分析：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探讨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程度。 
(2) 中介效应检验：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意向性自我调节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探讨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 

3.1.1.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显示：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总均分与 SCL-90 总均分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r = −0.684, p < 0.01)，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与 SCL-90 各维度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r = −0.539~−0.883, p < 
0.01)，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与 SCL-90 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目标、生活价值、生活态度、

生活自主(r = −0.789, p < 0.01; r = −0.725, p < 0.01; r = −0.607, p < 0.01; r = −0.561, 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mental health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of physical disabled persons 
表 1. 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表 

 生命意义感 生活态度 生活目标 生活价值 生活自主 

SCL-90 −0.684** −0.607** −0.789** −0.725** −0.561** 

躯体化 −0.681** −0.682** −0.791** −0.684** −0.661** 

强迫症状 −0.672** −0.573** −0.580** −0.677** −0.660** 

人际关系敏感 −0.685** −0.689** −0.682** −0.683** −0.570** 

抑郁 −0.684** −0.685** −0.797** −0.784** −0.663** 

焦虑 −0.681** −0.686** −0.787** −0.783** −0.631** 

敌对 −0.682** −0.683** −0.701** −0.686** −0.563** 

恐怖 −0.678** −0.681** −0.883** −0.683** −0.539** 

偏执 −0.676** −0.579** −0.677** −0.683** −0.556** 

精神病性 −0.685** −0.584** −0.688** −0.683** −0.568** 

注：**p < 0.01。 

3.1.2. 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量表总均分与 SCL-90 总均分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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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8, p < 0.01)，意向性自我调节四个维度与 SCL-90 各维度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r = −0.497~−0.813, p 
< 0.01)。意向性自我调节四个维度与 SCL-90 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

意向、优化意向、选择意向(r = −0.813, p < 0.01; r = −0.796, p < 0.01; r = −0.636, p < 0.01; r = −0.569, p < 
0.01)。 

3.1.3.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显示：生命意义感总均分与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均分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702, p < 0.01)，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与意向性自我调节四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691~0.786, p < 0.01)，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目标维度相关程

度最高，其次是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对待丧失的选择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价值维度间的相关(r = 0.788, 
p < 0.01; r = 0.700, p < 0.01)。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and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of physical disabled person 
表 2. 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表 

 意向性自我调节 选择意向 优化意向 补偿意向 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 

SCL-90 −0.698** −0.569** −0.636** −0.796** −0.813** 

躯体化 −0.693** −0.597** −0.690** −0.690** −0.694** 

强迫症状 −0.492** −0.696** −0.594** −0.490** −0.750** 

人际关系敏感 −0.894** −0.698** −0.693** −0.692** −0.690** 

抑郁 −0.688** −0.604** −0.692** −0.768 −0.891** 

焦虑 −0.697** −0.616** −0.595** −0.696** −0.791** 

敌对 −0.689** −0.590** −0.690** −0.892** 0.669 

恐怖 −0.685** −0.591** −0.692** −0.684** −0.685** 

偏执 −0.489** −0.497** −0.587** −0.688** −0.787** 

精神病性 −0.697** −0.710** −0.696** −0.791** −0.696** 

注：**p < 0.0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intentionality self-regulation of physical disabled persons 
表 3.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相关分析表 

 意向性自我调节 选择意向 优化意向 补偿意向 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 

生命意义感 0.702** 0.692** 0.691** 0.756** 0.786** 

生活态度 0.687** 0.689** 0.684** 0.690** 0.688** 

生活目标 0.692** 0.689** 0.707** 0.694** 0.788** 

生活价值 0.691** 0.700** 0.690** 0.767** 0.787** 

生活自主 0.668** 0.673** 0.670** 0.676** 0.667** 

注：**p < 0.01。 

3.2. 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意向性自我调节与生命意义感和心理健康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符合温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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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进行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

应分析。 
Baron 和 Kenny 的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可用下列回归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Y = cX + e1                                         (1) 

M = aX + e2                                         (2) 

Y = ¢X + bM + e3                                     (3) 

其中方程(1)的系数 c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总效应；方程(2)的系数 a为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效应；

方程(3)的系数 b 是在控制了自变量 X 的影响后，中介变量 M 对因变量 Y 的效应；系数¢是在控制了中介变

量 M 的影响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直接效应；e1~e3 是回归残差。对于这样的简单中介模型，中介效

应等于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即等于系数乘积 ab，它与总效应和直接效应有下面关系： 

c = ¢ + ab                                          (4) 

参照温忠麟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总结(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分别以意向性自我

调节 4 个维度(补偿意向、优化意向、选择意向、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为中介变量，分别检验其在生命意

义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见表 4~表 7。 
表 4 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补偿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一

步以生命意义感总均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 SCL-90 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命意义

感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预测作用(p < 0.01)；第二步，以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

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对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维度存在显著预测作用

(p < 0.01)；第三步，以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维度为自变量，心理健康 SCL-90 总均分为

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对心理健康均存在显

著预测作用(p < 0.01)。由于三次回归检验均呈显著性，所以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之后，生命意义感对 SCL-90 总均分的影响系数从 0.638 下降到

0.367，说明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表 4 可知，a = 
0.367，b = −0.483，c = −0.638，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在该部分中介模型中，生命意义感的

总效应为 0.638，直接效应为 0.367，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补偿意向产生的间接效应 ab 为 0.1773，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27.78%。 
 

Table 4.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of compensation inten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表 4.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补偿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638X + 8.105 t = 14.012**；SE = 0.039** 

第二步 M = 0.367 + 37.116 t = 8.758***；SE = 0.026** 

第三步 Y = −0.367X − 0.438M − 4.223 
生命意义感：t = 12.523**；SE = 0.058** 

补偿意向：t = 4.652**；SE = 0.073** 

注：**p < 0.01，Y = 心理健康，X = 生命意义感，M1 = 补偿意向。 

 
表 5 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采用

以上同样的方法，三次回归检验均呈显著性，所以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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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之后，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系数从 0.638 下降到 0.456，说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由表 5 可知，a = 0.355，b = −0.442，c = −0.638，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在该部

分中介模型中，生命意义感的总效应为 0.638，直接效应为 0.465，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产生

的间接效应 ab 为 0.15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24.59%。 
表 6 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采用

以上同样的方法，三次回归检验均呈显著性，所以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之后，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系数从 0.638 下降到 0.479，说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由表 6 可知，a = 0.301，b = −0.411，c = −0.638，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在该部

分中介模型中，生命意义感的总效应为 0.638，直接效应为 0.479，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选择意向产生的

间接效应 ab 为 0.12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19.39%。 
 

Table 5. Test tabl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ptimization inten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表 5.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优化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638X + 8.105 t = 14.012**；SE = 0.039** 

第二步 M = 0.355X + 36.213 t = 7.755***；SE = 0.027** 

第三步 Y = −0.465X − 0.442M − 4.431 
生命意义感：t = 10.231**；SE = 0.053** 

优化意向：t = 4.652**；SE = 0.073** 

注：**p < 0.01，Y = 心理健康，X = 生命意义感，M3 = 优化意向。 

 
Table 6. Test tabl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oice inten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表 6.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638X + 8.105 t = 14.012**；SE = 0.039** 

第二步 M = 0.301X + 37.131 t = 8.275***；SE = 0.022** 

第三步 Y = −0.479X − 0.411M − 4.301 
生命意义感：t = 10.501**；SE = 0.049** 

选择意向：t = 4.522**；SE = 0.082** 

注：**p < 0.01，Y = 心理健康，X = 生命意义感，M4 = 选择意向。 
 
表 7 显示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采用以上同样的方法，三次回归检验均呈显著性，所以意向性自我调节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

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意向性自我调节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

度之后，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从 0.638 下降到 0.335，说明意向性自我调节对待丧失的选择

意向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表 7 可知，a = 0.387，b = −0.499，c = −0.638，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在该部分中介模型中，生命意义感的总效应为 0.638，直接效应为 0.335，
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产生的间接效应 ab 为 0.19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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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oic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loss betwee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表 7. 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638X + 8.105 t = 14.012**；SE = 0.039** 

第二步 M = 0.387X + 31.120 t = 11.253***；SE = 0.024** 

第三步 Y = −0.335X − 0.499M − 4.431 
生命意义感：t = 10.501**；SE = 0.049** 

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t = 4.208**；SE = 0.079** 

注：**p < 0.01，Y = 心理健康，X = 生命意义感，M4 = 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各维度均与 SCL-90 总分及各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

系；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各维度均与 SCL-90 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生命意义感与意向性

自我调节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

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四个维度与 SCL-90 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生活目标、生活价

值、生活态度、生活自主，表明在对遭受身心重创的肢体残疾人的心理健康维护过程中，促进其明确生

活目标至关重要。生命意义的感知首先有赖于个体对自己生命中的目标、目的的认识和追求。而清晰的

生活目标，使之生活充实而有价值，而较高的生活价值体验，有利于个体在生活中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归

因方式，这有利于肢体残疾人士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保持较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从而不断增强和

维持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掌控感，以获得和增进生活的自主性。在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心

理健康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在遭受身心重创后的肢体残疾人士探讨生活目标的再确立，进而不断增强生命

意义感知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总分及四个维度与意向性自我调节总分及四个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目标维度相关程度最高，

其次是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待丧失的选择维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生活价值维度之间相关。意向性自我调

节四个维度与 SCL-90 总分相关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优化意向、选择

意向。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对丧失的选择意向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

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30.27%。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补偿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27.78%；意向性

自我调节中的优化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24.59%，意向性自我调节中的选择意向维度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 19.39%。对于遭受身心重创的肢体残疾人而言，躯体的损伤可能阻碍了个体对生命目的或目标的追

求，而意向性自我调节对于个体的正向发展起着积极推进作用，而在意向性自我调节中发挥最为重要自

我调节作用的是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其次是补偿意向。对待丧失的选择意向旨在经历丧失后，集中现

有资源并将其用在可用的选择上面，以重新建立基本适合自己现有条件和资源的可及目标系统，此符合

肢体残障人士发展所需，进而在发展过程中，如若在应对目标失败时或实现目标的资源不足时，通过寻

求替代补偿来减少丧失影响力求目标实现。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来更好地适应现实

生活。肢体残疾人士受肢体残障所限，可能无法完全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外部要求来确定目标，即可供

选择的目标有限，这也许是选择性意向是所有意向性自我调节维度中与心理健康相关程度最低、在生命

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中的中介效应相对较低的缘由所在。 
高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肢体残疾人善用对于丧失的选择意向、补偿意向等自我调节策略，重新确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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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动态优化整合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和体验生活价值，从而不断增进生命意义感知程度，使之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从而得以持续动态维持良好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中意向性自我调节各

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为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

了实务工作的序列干预参考依据，基于此可制定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序列干预方案，并兼

以生活化、日常化的团体心理辅导以促进肢体残疾人自发增长生命感知程度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意

识和能力。 

5. 结论 

(1) 肢体残疾人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可以直接

预测心理健康，也可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影响心理健康。 
(2) 本研究中肢体残疾人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了程度不等的部

分中介效应，提示心理健康工作者在促进肢体残疾人心理康复工作中非常有必要以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开

展生命意义教育，以意向性自我调节各维度在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程度为参考，序列开

展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团体心理训练，并兼以生活化、日常化的积极心理支持促进肢体残疾人自发增长

生命意义感和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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