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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逆力的概念随积极心理学思潮而蓬勃发展，抗逆力的层次理论就是研究领域内的新近成果。当前，国

内外针对抗逆力层次理论展开的实证研究较少。军事训练是中国高中、大学的必修课程，是国防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载体。研究从抗逆力的层次理论出发，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和行为事件访谈方法，刻

画民众对高中军训的态度观点，并探讨高中生应对军训压力与挑战的抗逆力模型结构。经过大数据分析、

行为事件访谈与实地调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 高中生应对军训压力挑战的抗逆力模型是一

个四因子结构，其因子分别是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和悦纳自我；2) 高中生军训抗逆力量表的

结构合理，信度和效度良好，符合高中生的应对压力挑战的特点和军训情境的要求，可以作为高中生军

训抗逆力的有效测量工具。3) 不同性别的受训高中生在军训抗逆力的自我悦纳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获

得个人荣誉情况不同的个体在军训抗逆力的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和自我悦纳四个维度上均存

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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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hierarchy theory of resilience is a recent achievement in the research field.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hierarchical theory of resil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Mili-
tary training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Chinese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theory of resilienc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silience model structur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and challenge of military training through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and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and then developed a standardized resilience assessment scale and 
teste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main conclusions: 1) The resi-
lience mod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and challenge of military training is 
a four-factor structure, whose factors are flexible cognition, independent growth, strong belief and 
self-acceptance; 2) The military training resilience scal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rea-
sonable structur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ping with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situation, and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measurement tool for the military training resi-
lienc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 of self- 
acceptance of military training resilienc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lexible cognition, independent growth, 
strong belief and self-acceptance of military training resilienc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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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运动到民国时期的“军国民教育”，再到今日高中、大学中的军事训练

必修课，军训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议题，在中国已存在百年，它与时代脉搏和民族命运相呼应，在跌宕

起伏中发生着扩张或收缩、自然生长或制度化的更替。时至今日，军训的目的、形式和内容早已不同往

昔，其内涵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国防动员到适应性活动，大学、中学、小学乃至学前领域都在实

践中积极发掘其教育意义，尤其是对受训者坚韧意志和理想信念的培养价值。 
如何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抗挫折能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高中生军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青少年军训

原本是各国募兵制度的衍生品，但现在藉由军事训练的方法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教育、生存技能教育和

心理支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颇具影响力的主流观点。一些国家通过开发军训课程、建立军训激励机制、

建设军训教官队伍的方式，吸引青少年参与军训课程、体验军队生活、培养其抗逆力和领导力。例如中

国根据《高中阶段学校军事训练教学大纲》(简称《大纲》)所设立的高中军训必修课程，美国初级后备役

军官训练营(JROTC)和高级后备役军官训练营(SROTC) (Stanton, 2019)，美国国民警卫队青年挑战计划

(ChalleNGe)，英国大学军官训练团(UOTC)。也有一些国家藉由世界童军运动组织(WOSM)等团体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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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青少年社会性运动。对中国高中生而言，能否成功应对军训的压力与挑战并且在逆境中自主成长、

积极适应，既是他们在这一经历中需要思考的核心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其后续成长历程中的学

业投入、学业适应、人际支持、自我效能等诸多心理特质水平和现实表现。然而与物质充裕、环境安逸、

机会丰富相对应的，是当代的青少年适应社会规则、应对风险挑战和生活逆境的能力相对羸弱，面对学

业挑战、人际压力、社会要求时容易受到打击。由此，抗逆力的概念便被引入高中生军训中来。 
抗逆力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且其新近研究愈发聚焦于教育领域。本研究参考了 Luthans

的观点，将抗逆力(Resilience)看作是个体能够成功应对生活或学业挑战，保持自身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

功能的稳定，并能够从挫折或逆境中恢复原有水平乃至发展的能力(Luthans et al., 2007; Vanhove et al., 
2015)。抗逆力研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关注家庭暴力、贫困等危险因子(Hinkle, 2010; Werner & 
Smith, 1989)，到关注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等内部保护性因素(Rutter, 1994, 2006)，再到综合考虑个体–环

境因素的内外交互作用以及抗逆力的教育、治疗性干预策略(Egeland et al., 1993; Masten, 2001; Richardson, 
2002)，抗逆力的跨学科、整合分析与实践研究日渐增多(Luthar, 2000; 刘玉兰，2011)。随着抗逆力影响

机制研究的深入(Alim et al., 2012)，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青少年群体，探索其对逆境和挫折的积极适应，

试图将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并应用于教育领域，这便是抗逆力研究的最新趋势。此外，抗逆力具有层次特

异性和情境特异性。层次特异性指抗逆力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1) 使用暴力行为来保护自我；2) 使用

防御性行为和拒绝来保护自我；3) 积极主动地灵活调动资源、应对压力挑战(Hunter & Chandler, 2010)。
情境特异性则是指，个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适应系统以促进其在有利或不利的环境中取得积极的发展成

果，但许多保护过程中背景的特异性会带来儿童情绪自我调节风格的差异(Wyman, 2003; Wyman et al., 
2003)。 

国防教育和高中生教育共同呼唤着抗逆力的培养，并将军训视作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路径，军训所

营造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也为抗逆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军训的实践能

否有效培养抗逆力却存在诸多质疑(Malone, 2022; Snyder, 2021; 胡慧明等，2016；金家新，2012；李江波

等，2018；李潇瀛等，2018；刘后根等，2011；芦俊晓等，2016；王春，2016；朱晓琳，2021)。关于军

训内容单调、形式主义严重、管理简单粗暴、教官素质低、缺乏吸引力乃至造成身心伤害的批评和呼吁

改革的声音在逐年高涨(李科，2015；张军，王亚强，2014；周小李，2015)。当然，本土学者的研究主要

将军训作为国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对其中心理特质的探讨与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相关实证研究匮乏

(江中，2004；吴佳丽，2011；赵留梅，2008；周小李，2015)。 
结合高中生军训和抗逆力研究两方面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一方面，前人多从军训的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角度切入进行理论演绎，少有实证量化研究；另一方面，虽然针对抗逆力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较少

有涉及情境及层次特异性的抗逆力培育方法。军事训练可以为学生提供积极适应高中生活、学习环境变

化的外界资源与学习机会，为其未来的学业挑战提供长久性支持。针对高中生军训的特殊情境展开抗逆

力培养路径的实证研究，既能对现有的军训研究有力补充以指导军训教育实践，为适应性课程提供可实

践的帮助和辅导；同时能够对抗逆力理论研究的新近成果进行验证，以更深入地理解培育高中生抗逆力

的方法。因此本研究将围绕高中生军训的抗逆力教育，开发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模型及测量工具。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自编问卷调查中，在浙江、山东、河北的五所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分两批次开展整群随机抽样。第

一批次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 250 份。通过预先设置测谎题的方式进行筛选，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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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作答不完整、明显恶意作答的问卷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232 份，将其作为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分析数据。

第二批次共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 32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313 份，将其作为验证性因子

分析的分析数据。 

2.2. 研究工具 

自编高中生军训抗逆力量表。经过行为事件访谈和文本编码，结合专门从事抗逆力研究的专家的讨

论意见和大数据语义网络分析的结果，构建了量表项目池。在研究中依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量表项目进行修订和形成正式问卷，以量表的降维结果和模型拟合指标作为高中生

军训过程中抗逆力保护因子的探查依据。量表采用 Likert 6 点积分，“很不同意”计 1 分，“不同意”计

2 分，“略微不同意”计 3 分，“略微同意”计 4 分，“同意”计 5 分，“很同意”计 6 分。被测试者

得分越高，其应对挫折压力和事后成长的能力越强。 

3. 研究结果 

3.1. 初编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对己有的文献、语义网络分析、行为事件访谈的研究结果和专家意见，编制了高中生军训抗逆

力的初测问卷共 5 个维度，23 个题项。问卷包含“理念认同”、“自主成长”、“坚强信念”、“悦纳

自我”和“外部支持”共 5 个维度 20 个项目，以及 3 道测谎题。对初编量表进行施测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将问卷填答结果按照计分标准录入 SPSS 26.0，结合题项的具体内容、题项得分的平均值、题总相关、内

部一致性系数变化，对项目进行取舍。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23 个项目均在 99%的置

信区间内与问卷总体显著相关。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 0.70，表明问卷的可靠性水平达到测量

学要求。结果表明，样本的 KMO 值为 0.92 > 0.90，说明各变量间具有强相关，巴特雷球形检验也达到显

著水平，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结合碎石图和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表 1)，删除在多个因子上负

荷相近的项目，最后提取出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16 个项目。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见表 2。由表可

知，4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4.15% > 60.00%，各个项目在相应因子上具有较大的负荷，处于

0.66~0.86 之间，两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中对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要求。 
 
Table 1. Total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1 7.86 49.124 49.124 7.86 49.124 49.124 

2 1.581 9.882 59.006 1.581 9.882 59.006 

3 1.392 8.7 67.706 1.392 8.7 67.706 

4 1.032 6.448 74.154 1.032 6.448 74.154 

5 0.612 3.823 77.976    

6 0.565 3.532 81.508    

7 0.482 3.014 84.522    

8 0.443 2.771 87.293    

9 0.381 2.378 8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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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0 0.326 2.035 91.706    

11 0.272 1.698 93.404    

12 0.257 1.607 95.011    

13 0.253 1.579 96.59    

14 0.228 1.427 98.017    

15 0.179 1.118 99.135    

16 0.138 0.865 1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Table 2. The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2.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3 4 

A1 0.808    

A2 0.806    

A4 0.774 0.367   

A3 0.759    

C1  0.807 0.344  

C2  0.792 0.335  

C3  0.759   

C4 0.384 0.691   

B1   0.824  

B3  0.372 0.758  

B2   0.750  

B4 0.365  0.682  

D1    0.858 

D2    0.790 

D3    0.722 

D4 0.316 0.332  0.66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在多个因子上具有较大负荷或负荷较低的题项进行反复筛选，最终得到高中

生军训抗逆力的结构，该结构由 4 个因子共 16 个题项组成。根据筛选后四个因子各自所包含的题项内容，

对因子进行重新命名： 
因子一有 4 道题目，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军训中，能够灵活调整认知、实现认知协调，认同、接纳

军训的理念、管理方式与价值观，与教官、表现优秀的同学建立良好关系并向其学习的充分动机。因此，

将其命名为灵活认知。 
因子二有 4 道题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体坚信自己拥有独立应对训练要求的能力，能够坦然接受

训练进展的好与坏。因此，将其命名为自主成长。 
因子三有 4 道题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体在面对军训中的困难与逆境时不气馁，主动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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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达到环境要求和自身标准。因此，将其命名为坚强信念。 
因子四有 4 道题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个体在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军训压力情境中保持冷静

平和，即使不能如愿达成目标也依然能够接纳自我，拥有稳定的自我意识。因此，将其命名为悦纳自我。 
与初编量表的五因子结构相比较，筛选后得到的四因子结构将“外部支持”与“理念认同”维度进

行合并后重新命名为“灵活认知”，更加符合军训情境中高中生及时调整自身心态、积极适应环境的心

理特征，以及这一情境区别于其他生活或学习情境的特异性和层次特性。量表中各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

变异量为 74.154%，说明高中生军训抗逆力问卷的四因子结构是可靠的，能够较好地反映初编问卷时所

提出的理论构想。 

3.2. 正式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随后，使用正式问卷对第二批次的被试进行施测以检验问卷信效度。首先采用内部一致性分析对问

卷题项的质量和各子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各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0.8 以上，题项与对应子量

表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40，且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会因为维度内题项的删除而升高。综上，该问卷

的信度符合测量学标准。 
 

 
Figur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图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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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模型拟合检验的 NFI、IFI、TLI、CFI 等拟合指标均大于 0.9，χ2/df 值为 2.71，
RMSEA 值为 0.074，模型拟合理想。这说明高中生军训抗逆力的四因子模型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和验证。

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悦纳自我四个因子对应题目的因子荷载在 0.563~0.886 之间，说明题目

在对应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较高。另外，因子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均在 0.52~0.67 之间，组合信度 C.R.
都在 0.81~0.89 之间，说明模型架构的信度和聚敛效度较高。四因子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 < 0.01)，相

关性系数绝对值基本在 0.6 以内，且均小于所对应的 AVE 的平方根，说明各个潜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

关性，且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即量表数据的区分效度理想。 

3.3. 差异性检验 

将性别、就读高中类型、是否获得过个人荣誉、是否获得过集体荣誉等变量作为分组变量，对学生

的军训抗逆力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通过差异性检验的结果可知，获得过个人荣誉的学生应对军训

压力挑战的抗逆力总分及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自我悦纳四个分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未获得

过个人荣誉的学生；男性高中生在军训抗逆力的自我悦纳水平上显著高于女性高中生。差异性检验的结

果也进一步印证了量表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度。 
 
Table 3.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results of the individual honors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表 3. 参训学生个人荣誉情况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维度 是否获得过个人荣誉 n M SD t df d 

灵活认知 
是 78 19.397 3.615 

3.879** 310 0.504 
否 234 17.602 3.513 

自主成长 
是 78 18.628 3.647 

2.649** 118.336 0.359 
否 233 17.403 3.169 

坚强信念 
是 77 19.272 4.041 

2.603** 111.174 0.359 
否 234 17.948 3.296 

自我悦纳 
是 78 17.307 4.286 

3.046** 117.00 0.413 
否 234 15.658 3.673 

抗逆力总分 是 77 74.662 13.659 3.525** 109.907 0.488 

注：**即 p < 0.01，相关性显著。 

4. 讨论 

4.1. 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模型结构与测量 

本研究将抗逆力视作个体应对挑战性生活和学习事件的一种心理特质或能力，即持能力特质论的观

点。基于此观点，通过语义网络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和量表编制、施测的量化研究相结合构建了高中生

在应对军训压力挑战过程中表现出的抗逆力模型，这一模型包含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悦纳

自我四个维度。对正式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的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水平，且统计拟合指标

良好。对初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应为四因子结构，而非原来质

性研究提出的五因子结构。其中，原有假设中的“外部支持”和“理念认同”这两个维度进行了合并，

并重新命名为“灵活认知”。这说明，虽然访谈中多数学生提及了外部支持对他们积极调整心态、克服

训练困难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相比于“应对军训的压力挑战”这一议题中的其他要素，并不能做

出明确的区分。换言之，个体得到外部支持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非被动的结果，且这一过程是在他们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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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认知、自主成长、悦纳自我和秉持坚强信念的基础之上或与之同时发生的，个体的内部支持与外部支

持要素之间更多体现出前者激发后者而非相互促进的作用。这也验证了“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

朴素中式哲学。军训对学生提出了准军事化的知识技能学习和思想价值观学习要求，是对学生理性认知

和情感认同的双重要求，这与与其他课业或生活中鼓励自由探索、审辨质疑的要求大相径庭。在有些人

眼中，这是朝着理想化教育理念不断演进的当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理应不存在的异类。但教育既要

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化，也要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化。笔者认为军训反而是促进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必要过程，

是公民义务、社会道德和法律规定对个性化教育的有效补充。同时，在训练过程中学生以往的价值观和

行为方式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解决内心认知失调、寻求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调和、积极主动适应新的社

会要求本身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军训对个体的集体意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更多是一种肢体

动作上的统一和理念价值观的契合。换言之，军训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更多是对个体提出按照统一标准

对自身进行主动塑造的过程，而非个体与集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家长、教师、朋辈群体的鼓励支持或许

对个体这一自主塑造的过程起一定的影响，但个体自主自发对环境的适应才是其应对训练压力挑战的主

要力量来源。 
此外，正式量表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水平在“就读高中的类型(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专科学校)”和“是否获得过集体荣誉”三个变量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是否获得过个人荣

誉这一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有别于高中生在学业表现、人际交往能力上的不同，高中

生应对军训压力挑战的能力并不因这些人口学变量而存在显著的差异。集体荣誉也并不能体现个体的军

训抗逆力水平差异。 
以往研究在抗逆力模型的探索中，往往注重不同群体面对压力挑战不同所带来的抗逆力模型差异，

却忽略了相同群体在面对不同情境任务中所激发的能力特质差异。对比以往对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本

研究所得到的军训抗逆力模型与之有所出入，这支持了抗逆力的情境特异性理论，为抗逆力的新近理论

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定的实证结果支持。对今后的军训组训、施训实践而言，本结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青少年在学业任务之外，也面临军训、入学适应、人际交往、自我探索等诸多情境压力和挑战。随着抗

逆力研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如今有必要也有能力对这些细分情境展开研究，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将青

少年在某一情境中的投入和表现良好视作他们在应对学业中的能力。同时，这些细分情境所表现出的抗

逆力之间，存在哪些联系、差异以及如何迁移，是另一个颇具价值的研究课题。与结果型界定和过程型

界定相比，本研究从能力特质的角度对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进行界定，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学生在军训中

平衡压力源和保护性因素的动态过程，但这一视角的概念界定一方面避免了唯结果论所所带来的对个体

差异的忽视，另一方面避免了过度强调系统和动态视角所带来的测量困难。军训本质上是一种有特定目

的的教育活动，也有着特定的教育过程、方法、内容和教育结果评价标准。因此，对这一活动的研究也

应当以建立更具可操作性的标准和评价工具为导向对教育结果是否达成进行评价，进而有的放矢地提出

教育方法的改进建议。从研究结果来看，个体从理性认知出发，主动改造价值观进而激发受训动机，面

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对自身的肯定和悦纳，才能更好地适应军训的情境要求。换言之，军训中动作技能

的训练应当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开始，有必要将其他学科教学中已经广泛应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引进军训。 

4.2. 高中生军训的课目设置及施训建议 

教育理论与实践表明，情感与价值观目标在教育过程中，应当与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具有相同或相

近的地位，从而构建知识–技能–情感三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然而现有的高中生军训依照《大

纲》要求设置了军事技能和国防知识——即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课目，对情感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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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目标或实现方法。换言之，在学校组训和教官施训的具体操作中，能否激发学生的

自主训练热情完全依靠教官自身的朴素施训经验，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基于同一原因，对军训效果

的考察评价也过分强调军事技能课目而忽视情感与价值观的考察。因此，应当按照当前军训施训的现实

情况，循序渐进地提高情感与价值观目标的重视程度。一方面立足现实基础，提升教官在施训过程中对

情感与价值观目标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对现有《大纲》进行修订，参考心理健康教育领域成熟的教

学方法，设置价值澄清、角色扮演、辩论赛、服务学习等课目以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帮助学生理

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激发学生的训练热情，以保家卫国、

献身国防、自我提升的内部动机取代奖惩为主的外部动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外，现有《大纲》

所规定的基本军事技能课目专业性较强而趣味性缺乏，难以激发学生的训练热情。因此，在训练师资、

硬件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国际童军组织的成熟经验，设置野炊、露营、获取食物、森林和河流

知识等生存常识训练。适当的生存和探险活动既可以鼓励青少年直面困难、勇于挑战，培养其不畏险阻、

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也可以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社会生存技能，弥补其生活经验的缺失。 
此外，应强调主体地位和国家角色。学生在军训中绝不仅仅是受训者，同时也是为国防尽义务的公

民。其面对的不是组训单位、承训教官和陪训教师，而是国家这一角色。然而，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对军

训的认知仍停留在提升自我、乃至完成课业应付学校的层次，其背后是组训单位对自身角色认知不清、

以己代国的错误认知。因此，组训单位、承训教官应警惕在施训过程中的认知模糊，加强军训中“国家”

这一角色的呈现力度。军训的本质是国防教育，其施训方法、内容及意义都是围绕“国家”这一角色所

展开的外延。学生在军训中所产生的朴素情感主要投射在军训教官身上，因此教官便成为了一个核心角

色。在军训过程中，应注重对组训教官的培训教育，确保受训学生能将个体的进步和对军训的朴素情感

进一步归纳至国家层面，进一步强化“国家”在军训中的呈现频次和力度。同时，基于军训强度的挑战

性，建立以国家关照、集体关照为基础的良好外界支持系统，在为受训个体提供积极发展的保护力量的

同时，使其感受到国家、集体对个人积极发展的潜在重要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民众对高中军训主要从“过程体验”、“感受反思”、“军训的应然目的”、“军训的实然影响”

四个议题展开讨论。各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分，民众意见较为割裂。 
2) 高中生军训的抗逆力是一个与个体抗逆力具有不同维度的多维度结构。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四维

度结构拟合良好，可以解释 74.154%的总变异，四维度分别是灵活认知、自主成长、坚强信念和自我悦

纳；高中生军训抗逆力量表的结构合理，信度和效度良好，符合高中生的应对压力挑战的特点和军训情

境的要求，可以作为高中生军训抗逆力的有效测量工具。 
3) 根据语义网络分析、行为事件访谈的结果，给出四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如下：a) 灵活认知主要指

在军训中，能够灵活调整认知、实现认知协调以认同、接纳军训的理念、管理方式与价值观，与教官、

表现优秀的同学建立良好关系并向其学习的充分动机；b) 自主成长主要指个体坚信自己拥有独立应对挑

战的能力，能够坦然接受事物发展的好与坏；c) 坚强信念主要指个体在面对困难与逆境时不气馁，主动

迎难而上，努力达到环境要求和自身标准；d) 悦纳自我主要指个体在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的军训压

力情境中保持冷静平和，即使不能如愿达成目标也依然能够接纳自我，拥有稳定的自我意识。 
4) 高中生的军训抗逆力水平在部分人口学变量上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的受训高中生在军训抗

逆力的自我悦纳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获得个人荣誉情况不同的个体在军训抗逆力的灵活认知、自主成

长、坚强信念和自我悦纳四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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