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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肢体残疾人适应性、应对方式和坚毅特质、婚姻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应对方式和坚毅

人格特质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方便采样，对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社区、

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企业1570名肢体残疾人进行问卷施测(残疾人适应性量表、中国人婚姻质量量

表、应对方式问卷和坚毅量表)。结果：① 婚姻质量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量表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431~0.866) (p < 0.01)，婚姻质量量

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家庭角色维度与适应量表的人际适应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769~0.866) (p < 
0.01)。② 适应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 = 
0.496~0.822) (p < 0.01)，其中环境适应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最高；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消

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474~−0.503) (p < 0.01)。③ 适应与坚毅的相关分析：适应量表总分及各

维度得分与坚毅量表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68~0.821) (p < 0.01)，其中坚毅量表的坚

毅努力维度与适应量表的生活适应维度、环境适应维度的相关程度较高(r = 0.821, r = 0.790)。④ 婚姻质

量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婚姻质量量表及各维度与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561~0.813) (p < 0.01)，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624~−0.823) (p < 0.01)。其中婚姻质

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高(r = 0.813, r = 0.795)；婚姻质量量表中的

经济安排、亲友关系、家庭角色维度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高(r = −0.769~−0.823)。⑤ 婚姻质量与

坚毅的相关分析：婚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坚毅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 = 0.469~0.813)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家庭角色、生活观念维度与坚毅努力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811, r = 0.801)；
婚姻质量量表的性格相容、业余活动、情感与性维度与坚毅兴趣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803~0.813)。
⑥ 中介效应分析：积极应对方式、坚毅特质分别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坚毅特质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5.32%，积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80%。结论：积极应对

方式和坚毅特质对于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并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婚姻质量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也通过坚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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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daptability, coping style, grit and marriage 
quality of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 and grit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Methods: A total of 1570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in 
communities, rehabilitation centers for the disabled and enterprises for the disabled in Guang-
zhou, Shenzhen and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Disa-
bility Adaptation Scale, Chinese Marriage Quality Sca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grit Scale). 
Results: ①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and all dimensions of marriage quality scale and the to-
tal score and all dimensions of adaptation scale (r = 0.431~0.866) (p < 0.01). The marital commu-
nica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family role dimensions of marriage quality scale were highly cor-
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dimensions of adaptation scale (r = 0.769~0.866) (p < 0.01). 
②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ping style and adaptation: Positive coping style wa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daptation scal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r = 0.496~0.822) 
(p < 0.01). Among them,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had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daptation scal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r = −0.474~−0.503) (p < 0.01). ③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rit 
and adaptation: The total scores of grit scale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daptation scale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r = 0.468~0.821) (p < 0.01), 
and the grit effort dimension of grit scale had a higher correlation with the life adaptation dimen-
s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daptation dimension of the adaptation scale (r = 0.821, r = 0.790). ④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coping style: Marriage quality scale and its di-
mens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 dimension of coping style ques-
tionnaire (r = 0.561~0.813) (p < 0.01),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style (r = 
−0.624~−0.823) (p < 0.01). Among them, the dimensions of marital communication, conflict reso-
lution in the marital quality scale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r = 0.813, r = 
0.795);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arrang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s and friends, 
family role in marriage quality scale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coping style (r = 
−0.769~−0.823). ⑤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grit: The total scores of 
marriage quality and each dimens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grit and 
each dimension (r = 0.469~0.813) (p < 0.01), and the family role, life concept dimension and grit 
effort dimension were highly correlated (r = 0.811, r = 0.801); th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com-
patibility, spare time, emotion and sex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mension of grit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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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0.803~0.813). ⑥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grit play a partial me-
diating role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grit accounts for 
45.32%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accounted for 34.8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Coping style and gri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daptability of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and play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Marriage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adaptability of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and 
indirectly affects the adaptability of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 through grit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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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第二次残疾人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类残疾人 8296 万，其中肢体残疾人占比 29.1%，为 2412
万人(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2006)，肢体残疾人的占比在各类残疾类型中最大。肢体残疾

给个体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重大变化，大多肢体残疾人士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因致残事件引发的即时强

烈应激以及继后由于躯体缺失功能受损，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受限而带来的持久慢性应激，势必影响肢

体残疾人士心身健康。 
国内关于肢体残疾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特殊群体在情绪体验(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社交能力、

自我认知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堪忧(谢瑞红，王志刚等，2012)。黄田艺、陈定湾针对杭州地区肢体残疾人生

活自理能力与抑郁状况调查发现，肢体残疾人存在抑郁状况占 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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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艺，陈定湾，2020)。陈红光、黄悦勤等在 2019
年的调研中发现肢体残疾中精神残疾共患率较高(陈红光，黄悦勤等，2019)。积极维护肢体残疾人心理健

康势在必行。 
如何预防肢体残疾人士在遭遇躯体残障后继发精神残障，切实维护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非常有必

要探寻肢体残疾人心理适应性的总体状况以及如何促进适应发展。适应是个体对外部变化所做出的一系

列自我调节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认知调节、态度转变和行为选择三个主要环节(贾晓波，2001)。陈玉珠

(陈玉珠，2014)将残疾人的适应性界定为：在生理层面，能够接纳自身的身体状况，正确看待自己的生理

缺陷，并且能够积极主动想办法来克服由缺陷带来的障碍；在心理层面，在遇到挫折时能够进行自我调

适，不盲目自卑，对生活充满信心；在社会层面，能够积极努力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

理性地处理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陈玉珠提出适应性可从自我、人际、职业、环境、生活 5
个维度进行评估，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反映特殊群体残疾人生理、心理、行为的适应性。 

婚姻涉及主客观综合因素，以往有学者基于对残疾人婚姻进行质性研究提出，残疾人婚姻不仅是个

人选择，还涉及环境和适应的问题，引发残疾人婚姻与其适应性的探讨。国内对于残疾人婚姻的研究，

多集中在现状调查，以及相关婚姻的影响因素分析，少见对残疾人婚姻质量的研究。为了研究残疾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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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有必要引入婚姻质量这个变量，深入探索残疾人的婚姻质量与适应性的关系，以期了解反映婚姻

质量的家庭功能有效性、家庭地位的平等性、夫妻交流的有效性、心情愉悦程度、个性的相容和适应程

度、生活习惯的一致性等方面是如何影响残疾人适应性的方方面面，这对提升残疾人的婚姻质量以及促

进其适应性意义重大。 
根据适应性相关理论，适应机制涉及认知调节、行为反应一体化的应对方式等方面因素。应对方式 

(coping style)是个体遇到压力和挫折等应缴源时所采取的应对机制。应对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

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是个体面对困难及超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

Costa Jr.等国外研究者，提出应对方式可分为两类：积极的应对方式和消极的应对方式。积极的应对方式

是依照改变个人及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为问题解决指向性的应对。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

应激当前有更加强烈的愿望去采取措施应对压力；消极的应对方式通常指向情绪或生理唤醒的应对(Costa 
Jr. & McCrae, 1988; Costa Jr. et al., 1991)。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应激当前有更多的消极情绪

的反馈，国内有研究者对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王厚亮等人(2003)对育龄妇女应对方式

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夫妻之间情感沟通和交流，有利于提高婚姻满意

度。陈小萍和张怡星以已婚城市职业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其研究结果显

示城市职业女性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显著相关，其中积极应对方式可以有效预测婚姻质量(陈小萍，张怡

星，2019)。 
适应与人格特质具有相关性，积极人格特质与社会适应有互为影响作用(季元德，魏钢焰，2012)。

Duckworth 等(2007)提出了坚毅这一积极人格特质，其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为长久目标付出的坚持不懈

的努力，二是对这个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具有坚毅人格特质的个体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论经

历多少次失败、困境、以及挑战，都会继续坚持努力和不懈挑战，并始终保持初心不改的兴趣和激情。

Duckworth 等研究者提出坚毅结构包括努力持久性与兴趣一致性两个因素，在 Duckworth 之后，国内研

究者梁葳等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坚毅的维度进行了验证，同样得出了坚毅的两因素模型(梁崴，王丹丹

等，2016)。Vela 等人(2015)一项针对中学生的调研结果提示，希望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坚毅人格。Meriac
等人探索了坚毅与延迟满足之间的关系，提示延迟满足能够正向预测坚毅人格(Meriac et al., 2015)。West
等人探索了坚毅与成长型思维之间的关系，提示目标承诺能够正向预测坚毅，方向和目标会激励个体为

实现长远目标而不懈努力(West et al., 2016)。Eskreis-Winkler 在婚姻与坚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坚毅

品质的水平能够预测其维持婚姻的可能性(Eskreis-Winkler et al., 2014)。Duckworth 认为，坚毅特质的作用

类似于心理弹性、意志力和自我控制等心理特质(Duckworth & Gross, 2014)。坚毅特质与积极情感成正相

关，如幸福感等(Vainio & Daukantaitė, 2016)；坚毅性与自我控制、尽责性等特质高度相关，因而坚毅人

格特质有利于人的适应性发展(杜帅领，朱艳丽，2019)。 
本研究在前期对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坚毅和应对方式、适应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坚毅和应对方式与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坚毅和应对方式在肢体残疾人婚姻质

量对适应的影响中是否发挥着中介效应，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是否既直接影响适应，又可分别通过坚

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适应，以期为探索肢体残疾人的心理适应的有效机制提供参考和建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抽样，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和东莞市社区、残疾人企业以及残疾人康复中心抽取已婚的肢

体残疾人 1570 名作为研究被试施测以下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510 份，有效率为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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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残疾人适应性研究工具(陈玉珠，2014) 
陈玉珠编制的“残疾人适应性量表”，该量表 5 个维度：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职业适应、环境适

应、生活适应，全量表含 3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记分，从“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能确定”、

“有点符合”、“非常符合”进行 1~5 级评分。部分项目采用反向记分。评估适应性水平以各条目得分

相加总分高低判定，得分越高表示适应性水平越高。该量表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系数为 0.974，
分半信度 0.972；内容效度良好 0.989；五因子方差比 71.06%，具较高的效度。 

2.2.2. 婚姻质量研究工具(戴晓阳，2015) 
采用“中国人婚姻质量量表”测量，该量表由程灶火编制，含 90 个条目，分 10 个维度。量表总分

的分半相关和 α 系数分别为 0.899 和 0.925，各维度的分半相关和 α 系数范围分别为 0.477~0.698 和

0.462~0.645，其具有较高的信度。 

2.2.3. 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1998)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测量，该量表由解亚宁编制，该量

表重测信度为 0.89，α系数为 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 α系数为 0.89；消极应对分量表的 α系数为 0.78。 

2.2.4. 坚毅量表(谢娜，王臻，赵金龙，2017) 
本研究采用的坚毅量表是由 Duckworth 等人编制的 GRIT 量表的中文版本，该中文版本由谢娜、王

臻、赵金龙等修订而成，其保留了原有题项，含坚毅努力和坚毅兴趣两个维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 α系数为 0.729，折半信度为 0.784，重测信度为 0.804 (p < 0.001)。 

2.3. 统计方法 

收集数据输入 SPSS25.0 统计软件包，进行相关分析、中介分析等数据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分析的结果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

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431~0.866,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家庭角色维度与适

应量表的人际适应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769~0.866, p < 0.01)；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积极应对

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 = 0.496~0.822) (p < 0.01)，其中环境适应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最高；适应量表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474~−0.503) (p < 0.01)；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

得分与坚毅量表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68~0.821) (p < 0.01)，其中坚毅量表的坚毅努

力维度与适应量表的生活适应维度、环境适应维度的相关程度较高(r = 0.821, p < 0.01; r = 0.790, p < 0.01) 
(见表 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rital quality, coping style, firmness and adaptability 
表 1. 婚姻质量、应对方式和坚毅与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适应总分 自我适应 人际适应 生活适应 环境适应 职业适应 

婚姻质量总分 0.706** 0.599** 0.715** 0.616** 0.653** 0.627** 

性格相容 0.717** 0.621** 0.694** 0.599** 0.517** 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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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夫妻交流 0.667** 0.591** 0.789** 0.629** 0.536** 0.624** 

化解冲突 0.686** 0.542** 0.866** 0.628** 0.599** 0.656** 

经济安排 0.685** 0.613** 0.697** 0.592** 0.695** 0.582** 

业余活动 0.690** 0.589** 0.690** 0.593** 0.590** 0.692** 

情感与性 0.685** 0.681** 0.694** 0.651** 0.491** 0.593** 

子女与婚姻 0.716** 0.489** 0.693** 0.628** 0.414** 0.693** 

亲友关系 0.722** 0.596** 0.711** 0.711** 0.519** 0.598** 

家庭角色 0.713** 0.612** 0.769** 0.592** 0.612** 0.653** 

生活观念 0.623** 0.596** 0.642** 0.595** 0.599** 0.632** 

积极应对 0.701** 0.696** 0.691** 0.607** 0.822** 0.688** 

消极应对 −0.493** −0.474** −0.488** −0.498** −0.503** −0.495** 

坚毅总分 0.659** 0.614** 0.618** 0.711** 0.712** 0.595** 

坚毅努力 0.656** 0.602** 0.625** 0.821** 0.790** 0.693** 

坚毅兴趣 0.573** 0.468** 0.483** 0.654** 0.609** 0.622* 

注：*p < 0.05，**p < 0.01，下同。 
 
婚姻质量量表及其各维度与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对方式维度、坚毅量表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

关(r = 0.561~0.813，p < 0.01；r = 0.469~0.813，p < 0.01)，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 = −0.624~−0.823，
p < 0.01)。其中婚姻质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高(r = 0.813, p < 0.01; 
r = 0.795,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中的经济安排、亲友关系、家庭角色维度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

高(r = −0.769~−0.823,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家庭角色、生活观念维度与坚毅努力维度相关程度较高

(r = 0.811, p < 0.01; r = 0.801, p < 0.01)；婚姻质量量表的性格相容、业余活动、情感与性维度与坚毅兴趣

维度相关程度较高(r = 0.803~0.813, p < 0.01) (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rital quality, coping style and grit 
表 2. 婚姻质量和应对方式、坚毅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坚毅总分 坚毅努力 坚毅兴趣 

婚姻质量总分 0.783** −0.649** 0.786** 0.662** 0.693** 

性格相容 0.674** −0.652** 0.778** 0.607** 0.803** 

夫妻交流 0.813** −0.649** 0.776** 0.783** 0.661** 

化解冲突 0.795** −0.637** 0.773** 0.778** 0.562** 

经济安排 0.667** −0.769** 0.770** 0.645** 0.469** 

业余活动 0.561** −0.624** 0.768** 0.655** 0.813* 

情感与性 0.662** −0.627** 0.775** 0.696** 0.789** 

子女与婚姻 0.577** −0.641** 0.777** 0.789** 0.666** 

亲友关系 0.679** −0.786** 0.778** 0.567** 0.561** 

家庭角色 0.675** −0.823** 0.772** 0.811** 0.660** 

生活观念 0.574** −0.640** 0.778** 0.801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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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婚姻质量、应付方式和坚毅、适应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分别进行应付方式和坚毅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Baron 和 Kenny (1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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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年对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总结(温忠麟，叶宝娟，2014)，分别以坚毅、积

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分别检验其在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见表 3，表 4。 
表 3 显示坚毅特质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第一步以婚姻质量量表总均分为

自变量，适应量表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婚姻质量对适应存在显著预测作用(p < 
0.01)；第二步，以婚姻质量为自变量，坚毅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婚姻质量对适应

存在显著预测作用(p < 0.01)；第三步，以婚姻质量和坚毅为自变量，适应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婚姻质量和坚毅对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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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坚毅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坚毅之后，婚姻质量对适应总均分的影响系数

从 0.722 下降到 0.598，说明坚毅特质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表 3 可知，a = 0.615，
b = 0.532，c = 0.722，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在该部分中介模型中，婚姻质量的总效应为 0.722，
直接效应为 0.598，通过坚毅产生的间接效应 ab 为 0.32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45.32%。 

 
Table 3.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of gri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表 3. 坚毅特质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722X + 8.102 t = 13.021**；SE = 0.038** 

第二步 M = 0.615X + 37.116 t = 8.263***；SE = 0.025** 

第三步 Y = 0.598X + 0.532M − 4.220 
婚姻质量：t = 12.203**；SE = 0.055** 

坚毅：t = 4.832**；SE = 0.075** 

注：**p < 0.01，Y = 适应，X = 婚姻质量，M1 = 坚毅。 
 
表 4 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在婚姻质量与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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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积极应对方式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p < 0.01)。当加入积极应

对方式之后，婚姻质量对适应的影响系数从 0.722 下降到 0.631，说明积极应对方式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

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表 4 可知，a = 0.545，b = 0.461，c = 0.722，ab 和 c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在该部分中介模型中，婚姻质量的总效应为 0.722，直接效应为 0.631，通过积极应对方式产生的间接效

应 ab 为 0.25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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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st tabl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age quality and adaptability 
表 4. 积极应对方式在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因变量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722 + 8.102 t = 13.021**；SE = 0.038** 

第二步 M = 0.545X + 36.114 t = 7.842***；SE = 0.028** 

第三步 Y = 0.631 + 0.461M − 4.211 
婚姻质量：t = 12.232**；SE = 0.052** 

积极应对方式：t = 4.644**；SE = 0.072** 

注：**p < 0.01，Y = 适应，X = 婚姻质量，M3 = 积极应对。 

4. 讨论 

4.1. 婚姻质量、应对方式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讨论 

4.1.1. 婚姻质量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讨论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

分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 = 0.431~0.866, p < 0.01)，表明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越高，则适应程度越高，反

之亦然。婚姻质量量表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家庭角色维度与适应量表的人际适应维度相关程度较高

(r = 0.769~0.866, p < 0.01)，提示肢体残疾人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交流、化解冲突、家庭角色定位是促进人

际适应的重要因素，反之肢体残疾人良好的人际适应性也体现于日常婚姻生活中夫妻间和谐互动和各自

的角色担当。 

4.1.2. 应对方式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讨论 
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96~0.822, p < 0.01)，消极应对

方式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呈显著负相关(r = −0.474~−0.503, p < 0.01)，表明肢体残疾人在

遭遇困境时越是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则其适应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程度越高，则更倾向于采

取积极应对方式。然而，越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则越是在应激之时或退缩回避或冲动易怒，长此

以往势必阻碍适应性的发展。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在积极应对与适应的相关中，积极应对方式与环境适

应相关程度最高，残障无疑限制了肢体残疾人士的环境活动，然而越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通过不

断在认知和行为上作出积极努力，则越能主动创造条件适应环境；而肢体残疾人越是主动创造条件积极

适应环境，则越有机会发展和完善积极应对方式。 

4.1.3. 坚毅与适应的相关分析讨论 
坚毅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适应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68~0.821, p < 0.01)，

表明肢体残疾人越是持续坚守长期目标，并对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则越是体现更高的适应程度；

而肢体残疾人在自主适应、生活适应、人际适应、职业适应、环境适应等方面适应程度越高，则越有

助于肢体残疾人持续坚守目标。坚毅与适应相关分析结果还显示，坚毅量表的坚毅努力维度与适应量

表的生活适应维度、环境适应维度的相关程度较高。肢体残疾人因由先天因素，或由于在生活中遭受

意外事故使其躯体缺失或功能受损，导致其部分或全部丧失了机体能力，使之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大

受限制，要突破限制去适应生活环境，尤其有赖于坚毅努力特质的支撑，个体坚毅努力特质体现于其

立定并坚守长远目标，在实现目标之路上遭遇挫折，甚至历经失败，其依然能够坚持朝向目标作出不懈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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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婚姻质量量表及各维度与应对方式问卷的消极应对方式呈

显著负相关(r = −0.624~−0.823，p < 0.01)，提示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越高，越易于避免采取消极应对方式，

而越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婚姻质量则越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者应激之中倾向于外归因，呈现诸

多消极情绪的反馈，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婚姻满意度。婚姻质量量表及各维度与应对方式问卷的积极应

对方式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561~0.813，p < 0.01)，表明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越高，越易于在遭遇困境

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而越善于启用积极应对方式，其婚姻质量越高。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婚姻质量与积

极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中，婚姻质量的化解冲突、夫妻交流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显著高相关，此

正如 Karney 和 Bradbury (1995)以综述汇总一系列婚姻冲突研究发现，夫妻的冲突解决是维持婚姻质量关

系的关键所在。Gottman (2002)认为，夫妻在面对婚姻冲突时通过采取积极协商化解冲突的应对方式，这

一达成一致解决问题的过程最具有预测力，本研究所得结果与此观点基本一致。 

4.1.5. 婚姻质量与坚毅的相关分析 
婚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坚毅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 = 0.469~0.813，p < 0.01)，提示肢体

残疾人婚姻质量越高，则坚毅特质水平越高；高坚毅特质水平个体，生活目标明确，并愿意为长久目标

作出不懈努力，此有助于婚姻的积极发展，从而不断增进婚姻质量。婚姻质量与坚毅的相关分析结果还

显示，婚姻质量量表的家庭角色、生活观念维度与坚毅努力维度呈高相关关系，家庭角色是指家庭成员

在家庭中的特定身份，反映了个体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家庭角色要按照社会公认的行为模式规范其角

色行为，此涉及与之相关联的家庭生活观念及家庭角色态度，家庭角色功能的优劣是影响家庭功能乃至

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坚毅努力特质个体往往具有坚定不移的目标导向，此非常有助于肢体残疾

人明确自己的家庭角色定位，并不断完善家庭角色功能，从而有利于持续增进婚姻质量。 
婚姻质量与坚毅的相关分析结果还显示，婚姻质量量表的性格相容、业余活动、情感与性维度与坚

毅兴趣维度呈高相关关系，表明涉及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的夫妻性格相容程度越高、闲暇共度欢乐时光

的内容充实程度越高、情感交流与性的和谐程度越高，则坚毅兴趣特质水平越高。坚毅人格特质包含两

方面内涵：一是为长久目标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二是对这个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高坚毅兴趣

的个体，基于对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易于激发其积极情感，这有利于肢体残疾人婚姻生活中夫妻

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在良性互动中不断得到对方的积极强化和正性反应，从而使婚姻质量的增进具有可

持续性。 

4.2. 中介效应分析 

肢体残疾给个体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重大变化，大多肢体残疾人士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因致残事件

引发的即时强烈应激以及继后由于躯体缺失功能受损，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受限而带来的持久慢性应激，

势必影响肢体残疾人士心身健康，这一特殊群体在情绪体验、社会支持、社交能力、自我认知等方面的

实际状况堪忧，切实维护肢体残疾人心理健康，有赖于有针对性地促进其在遭受身心重创后更好地启动

适应性发展，探索促进其心理适应的有效机制势在必行。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在肢体残疾人

婚姻情境设置中，探索坚毅人格特质和应对方式在其婚姻质量与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坚毅特质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坚毅特质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5.32%。该研究结果提示，婚姻质量对肢体残疾人士的适应有直接作用效果，并通过

以坚毅人格特质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来实现。由此可见，肢体残疾人婚姻质量水平越高，婚姻生活满

意程度越高，越能增进其坚毅特质水平。高坚毅水平的个体在生活中往往具有清晰的目标感，对长远目

标的实现抱有持久的热情，并愿意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在实现长远目标过程中，通过克服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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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将获得更多适应社会生活的成功经验，此无疑会增进个体在各个生活领域的自我效能感，使其社会

适应不断得以增强和完善。 
本研究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比例为 34.80%。该研究结果提示，婚姻质量对肢体残疾人士的适应有直接作用效果，并通过以积

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来实现。由此可见，肢体残疾人的婚姻质量水平越高，婚姻生活满意

程度越高，越能使之在应激当前倾向于采用积极应付方式。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在生活中遭遇

应激事件时，往往会合理化调整认知，酌情将内外归因加以结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会有更加强烈的

愿望采取措施主动应对应激源，并相信自己对消极事件的控制力较强，这种有把握的自我认知无疑减轻

了知觉压力的水平，因而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的肢体残疾人士，在日常婚姻生活中，更倾向于主动创造

积极发展机会，进而促进适应性的可持续发展。 
建议在促进残疾人士心理康复工作中，将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发展作为重要主题，且在制定适应性

发展的干预方案中，有必要纳入婚姻质量探讨，把肢体残疾人的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为重要内容，在促

进残疾人婚姻关系的互动交流中，将积极应对方式学习和坚毅品格的养成嵌入促进各自的自主适应、人

际适应、环境适应、职业适应，生活适应过程中，从而全面促进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发展。 

5. 结论 

应对方式和坚毅特质对于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并在婚姻质量和适应性之间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婚姻质量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也通过坚毅特质、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肢体残疾人

的适应性。在制定肢体残疾人适应性发展的干预方案中，有必要把肢体残疾人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为重

要内容，并将积极应对方式学习和坚毅品格的养成嵌入促进其自主适应、人际适应、环境适应、职业适

应、生活适应过程中，从而切实而全面地促进肢体残疾人的适应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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