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2), 888-894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2  

文章引用: 曾庆怡, 李梓杰, 李丽娜, 张好, 王雨晴(2024). 大学生儿童期创伤经历与绝望感的关系: 公正世界信念的

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4(2), 888-894. DOI: 10.12677/ap.2024.142112 

 
 

大学生儿童期创伤经历与绝望感的关系：公正

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曾庆怡*，李梓杰，李丽娜#，张  好，王雨晴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河北 唐山 
 
收稿日期：2024年1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目的：为探讨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的关系，并考察公正世界信念不同维度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选取在校大学生327名(男198名，女129名)，完成儿童期创伤问卷(CTQ-SF)、贝克绝望感(BHS)、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JW)，采用相关分析和、Bootstrap分析法分析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公正世界信念及

绝望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50, p < 0.01)，与一

般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357, p < 0.01)，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29, p < 0.01)；绝望感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62, p < 0.01)，与个人公

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49, p < 0.01)；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和大学生绝望感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儿童期创伤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绝望感，而且还可以通过公正世界信念

间接影响绝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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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Just World 
Beliefs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A total of 327 college students (198 males and 129 females)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SF), Beck’s Hopelessness 
(BHS), and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Scale (BJW), and correlation and Bootstrap analys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college students’ childhood trauma and despair (r = 0.450, p < 0.01),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general just world beliefs (r = −0.357, p < 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
lation with personal just world beliefs (r = −0.429, p < 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spair and general just world beliefs (r = −0.429, p < 0.01). Negative correlation (r = 
−0.462, p < 0.01)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r = −0.449, p < 0.01) with personal just 
world beliefs; just world belief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colleg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Conclusion: Childhood trauma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through just world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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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成长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即将步入社会的他们智力发达，但心理不成熟，对环境

的快速变化非常敏感(刘丽等，2023)，所以其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中

焦虑、抑郁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抑郁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常常表现出无精打采，情绪低落，

甚至会出现自杀意念(张鼎，高楠, 2022)。Beck 将绝望感定义为对未来抱有负面期望，对未来持悲观态度

(Beck, Weissman, Lester, & Trexler, 1974)。存在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个体，往往会表现更多的负面情绪，

有着更高程度的绝望感(Ceylan & Aral, 2007)。儿童期创伤是指抚养人或监管人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和尊

严造成实际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如对其进行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及其他

方面的利用(Butchart, Harvey, Mian, & Furniss, 2006)。个体遭受过儿童期创伤经历是影响其成年后产生绝

望感、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王堃炎，林冰冰，马建平，叶一舵，2020)。研究表明，个体在儿童期遭受情

感虐待的经历越多，其绝望程度也越高(Courtney, Kushwaha, & Johnson, 2008)。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来自

同龄人或家庭成员的情感虐待不仅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负面评价，还增加其对未来感到绝望的风险

(Hanley & Gibb, 2011)。 
公正世界信念是指个体相信在自己公正世界里生活，实现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Lerner &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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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而公正世界信念又可以分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一般公

正世界信念针对他人，相信世界对他人是公正和公平的；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是针对自己，相信世界对

自己是公正和公平的(Dalbert, 1999; Sutton & Douglas, 2005)。破碎世界假设理论(Shattered Assumptions 
Theory)认为，经历过生活事件的个体，会自动激活以公正世界信念为中介的认知评价系统，生活事件的

负面影响会表现出来并影响其社会认知，破坏原有的公正系统(Janoff-Bulman, 1992)。童年时期是个体公

正世界信念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体不同的成长过程可能会使公正世界信念形成不同

的发展轨迹(张陆，黄雪芳，游志麒，叶娜，2022)。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生活事件与获得感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何安明，詹永吉，2023)；在童年期经历过消极的教养方式如身体虐待、情感忽视、专制等

会阻碍对公正世界的信念，他们更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负面情绪上，以更消极的态度地看待自己、他

人和世界(Hofer & Spengler, 2018; Ju et al., 2020)。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查儿童

期创伤对绝望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般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人公正世界在两者之间的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3 年 3 月~2023 年 6 月，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向河北省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发放 340 份调查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327份，有效回收率为 96.18%。其中，男生 198名(60.55%)，女生 129名(39.45%)；
平均年龄为 20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TQ-SF) 
采用由 Bernstein 等人编制(Bernstein et al., 2003)、赵幸福等人修订(赵幸福等，2005)的中文版儿童期

创伤问卷。主要用于评估个体 16 岁前的儿童期创伤情况。该量表共 28 个条目，其中条目 10、16、22 为

效度条目，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 5 个分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 从不，5 = 总是)。分量表内部各条目分之和为分量表得分，分量表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

表示儿童期创伤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4。 

2.2.2. 贝克绝望问卷(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采用 Beck 等人编制(Beck, Weissman, Lester, & Trexler, 1975)、孔媛媛等人修订(孔媛媛，张杰，贾树

华，周莉，2007)的贝克绝望量表。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包含对未来的感觉、动机的丧失、对未来的期

望 3 个维度，采用 0，1 计分，总分范围 0~20 分，总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根据总分可将绝望程

度分为 4 个等级，正常(0~3 分)、轻度绝望(4~8 分)、中度绝望(9~14 分)、重度绝望(15~20 分)。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 

2.2.3.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 
采用由 Dallbert 编制(Dalbert, 1999)、苏志强等人修订(苏志强，张大均，王鑫强，2012)的公正世界信

念量表。该量表共 13 个条目，包含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2 个维度，采用 Likert 6 点计

分(1 = 非常不同意，6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个人或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在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 

2.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软件以及 Hayes 开发的 SPSS 宏程序 PCOCESS 3.5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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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等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来检验常用方法的偏差。结果表明，问卷项目的 KMO = 0.850，Bartlett
检验的卡方值为 8873.489，p < 0.001，提取了 16 个特征值以上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为 18.89%。

各公因子的解释率均小于 40%。本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儿童期创伤、绝望感和公正世界信念的相关性分析 

对儿童期创伤、公正世界信念以及绝望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 1)，
其中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50, p < 0.01)，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

显著负相关(r = −0.357, p < 0.01)，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29, p < 0.01)；绝望

感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62, p < 0.01)，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之间存在显著负

相关(r = −0.449, 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ldhood trauma, just-world beliefs, and hopelessness (r) 
表 1. 儿童期创伤、公正世界信念和绝望感的相关性分析(r) 

 1 2 3 4 

儿童期创伤 1    

绝望感 0.450*** 1   

一般公正世界信念 −0.357*** −0.426*** 1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0.429*** −0.449*** 0.794*** 1 

注：***p < 0.01。 

3.3. 儿童期创伤、公正世界信念和绝望感间的回归分析 

根据表 2 所示，大学生儿童期创伤对绝望感起到正向预测作用(β = 0.450, t = 9.081, p < 0.01)；大学生

儿童期创伤对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起到负向预测作用(β = −0.357, t = −6.881, p < 0.01)，大学生儿童期创伤对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起到负向预测作用(β = −0.429, t = −8.560, p < 0.01)；当纳入公正世界信念不同维度后，

大学生儿童期创伤对绝望感起到正向预测作用(β = 0.312, t = 6.019, p < 0.01)，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对绝望感

起到负向预测作用(β = −0.173, t = −2.253, p < 0.05)，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对绝望感起到负向预测作用(β = 
−0.178, t = −2.242, p < 0.05)。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nd just-world beliefs 
表 2. 儿童期创伤、绝望感和公正世界信念间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t β t β t β t 

儿童期创伤 0.450*** 9.081 −0.357*** −6.881 −0.429*** −8.560 0.312*** 6.019 

一般公正世界信念       −0.173**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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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0.178** −2.242 

R2 0.202  0.127  0.184  0.294  
ΔR2 0.200  0.124  0.181  0.288  

F 82.466***  47.352***  73.275***  44.857***  
注：***p < 0.01；**p < 0.05；模型 1：即儿童期创伤预测绝望感；模型 2：即儿童期创伤预测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模

型 3：即儿童期创伤预测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模型 4：即儿童期创伤和绝望感预测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

信念。 

3.4.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验证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 Hayes (2013)开发的 PROCESS 程

序中的模型 4，运用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取 5000 次样本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如果间接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 3 所示，在儿童期创伤→一般公正世界信

念→绝望感这一路径中的效应值为 0.031 (占总效应的 13.60%)，95%置信区间为 0.005~0.063，不包含 0，
说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和绝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儿童期创伤→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绝望感这一路径中的效应值为 0.039 (占总效应的 17.11%)，95%置信区间为 0.004~0.075，不包含 0，说

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和绝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该模型为部分中介效应模

型，中介路径见图 1。 
 

Table 3.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fair world beliefs 
表 3.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儿童期创伤→公正世界信念 0.158 (0.107, 0.210) 

间接效应 儿童期创伤→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绝望感 0.031 (0.005, 0.063) 

 儿童期创伤→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绝望感 0.039 (0.004, 0.075) 

总效应 儿童期创伤→绝望感→公正世界信念 0.228 (0.179, 0.278) 

 

 
注：***p < 0.01；**p < 0.05。 

Figure 1. A model of the mediation of just-world beliefs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图 1. 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和绝望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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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儿童期创伤对绝望感起到正向预测作用，说明经历儿童期创伤经历越多，

绝望的程度高。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王桂珍，孙宏伟，2016)。这说明儿童期经历的创伤是产生绝望感的

重要外部诱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抑郁认知模型理论和抑郁的绝望理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ck, 2008)，即儿童期的创伤经历会导致个体形成相对消极的自我概念、功能失调和对外界缺乏安

全感的态度，助长消极行为模式的形成，并会把负性事件归因于自身的无能，并大大增加罹患精神疾病(尤
其是抑郁症)的风险。由此，可将本研究结果解释为，儿童期经历过创伤的个体，常会被抚养人或监管人

实施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行为，如言语攻击、身体虐待等，其成年后也会以消极的应对方式看待所发生

的事件，并将所发生的消极事件解释为自己的无能，否定自我，从而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体验。 

4.2. 公正世界的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分析表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绝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儿童

期创伤不仅在大学生绝望感发挥直接作用，还可以通过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发挥间接作用，本研究结果与

前人研究结果不一致，陈明等(陈明，余皖婉，2023)研究结果显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在负性生活事件与

大学新生攻击行为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他们认为，只有在突发灾难情况下，一般的公正世界信念才会

与情感因素相关联，而一般压力事件不足以引起强烈的负性情绪。与本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被试的内在差异不同，本研究中有过儿童期创伤经历的大学生，他们认为世界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从而增强其绝望感。而刘广增等(刘广增，张大均，朱政光，李佳佳，陈旭，2020)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在良好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的一般公正世界较高。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同样在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绝望感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儿童期创伤不仅在大学生绝望感发挥直接作用，还可以通过一般公正世界信念

起到间接作用，高素华(高素华，2022)也证明了该结果。根据创伤的心理适应模型(Bartholomaeus & Strelan, 
2019)，有过负面经历的个体会形成一种消极的“不公正世界”图式，从而导致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

下降。当个体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与这种信念相关的任何积极情绪都会逐渐消失，绝望、抑郁、

悲观等消极情绪相继出现。 
综上，本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研究结论：1) 儿童期创伤对大学生绝望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 一

般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绝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儿童期创伤

与大学生绝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重点：首先，本研究的样本是河北省某高校的大学生，未来还应扩大样

本量该进一步验证该模型；其次，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学生的自我评价，

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最后，本研究采用了横断研究设计，缺少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实证依据，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或实验研究设计进一步验证该研究的结论。 

参考文献 
陈明, 余皖婉(2023). 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新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8(11), 

79-81+91. https://doi.org/10.19738/j.cnki.psy.2023.11.020  
高素华(2022). 社会价值取向影响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机制: 链式中介模型.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12), 

1864-1870.  
何安明, 詹永吉(2023). 青少年生活事件与获得感的关系: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和手机冷落行为的调节作用. 信
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1.1030.C.20230807.1428.004.html  

孔媛媛, 张杰, 贾树华, 周莉(2007). Beck 绝望量表中文版在青少年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1(1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2
https://doi.org/10.19738/j.cnki.psy.2023.11.02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1.1030.C.20230807.1428.004.html


曾庆怡 等 
 

 

DOI: 10.12677/ap.2024.142112 894 心理学进展 
 

686-689. 
刘广增, 张大均, 朱政光, 李佳佳, 陈旭(202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父母情感温暖和公正世

界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240-248. 

刘丽, 刘海燕, 罗溪, 周训琼, 李秋硕, 李頔, 严征(2023). 贵阳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贵州医科大学学
报, 48(4), 410-415. 

苏志强, 张大均, 王鑫强(2012).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的修订及在大学生应用的信效度研究.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 21(6), 561-563. 

王桂珍, 孙宏伟(2016). 医学生的绝望感与自杀意念: 心理韧性的作用机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0), 1487-1490.  

王堃炎, 林冰冰, 马建平, 叶一舵(2020). 儿童期情感虐待与青少年自杀意念: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28(4), 683-687. 

张鼎, 高楠(2022). 儿童期创伤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不成熟防御方式和心理资本的链式中介作用. 周口师范学院
学报, 39(5), 76-81. https://doi.org/10.13450/j.cnki.jzknu.2022.05.015  

张陆, 黄雪芳, 游志麒, 叶娜(2022). 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6), 804-812.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周云飞, 李鹤展, 杨世昌(2005).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临床康复, 
9(20), 105-107.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58-37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6.2.358 

Bartholomaeus, J. D., & Strelan, P. (2019). The Adaptive, Approach-Oriented Correlate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the 
Self: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1, Article 10948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06.028 

Beck, A. T. (2008). The Evolution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and Its Neurobiological Correl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5, 969-977. https://doi.org/10.1176/appi.ajp.2008.08050721 

Beck, A. T., Weissman, A., Lester, D., & Trexler, L. D.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Pessimism: The Hopelessness Sca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861-865. https://doi.org/10.1037/h0037562 

Beck, A. T., Weissman, A., Lester, D., & Trexler, L. D. (1975). The Measurement of Pessimism: The Hopelessness Sca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861-865. https://doi.org/10.1037/h0037562 

Bernstein, D. P., Stein, J. A., Newcomb, M. D., Walker, E. A., Pogge, D. L., Ahluvalia, T. et al. (2003).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Screening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hild abuse & Neglect, 27, 169-190.  
https://doi.org/10.1016/S0145-2134(02)00541-0 

Butchart, A., Harvey, A. P., Mian, M., & Furniss, T. (2006). 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 A Guide to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Evidenc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Geneva. 

Ceylan, R., & Aral, N. (2007).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Hopelessness Levels in Mothers 
of Disabled Childre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5, 903-908. https://doi.org/10.2224/sbp.2007.35.7.903 

Courtney, E. A., Kushwaha, M., & Johnson, J. G. (2008).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Risk for Hopelessness and De-
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8, 281-298.  
https://doi.org/10.1080/10926790802262572 

Dalbert, C. (199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
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 79-98. https://doi.org/10.1023/A:1022091609047 

Hanley, A. J., & Gibb, B. E. (2011). Verbal Victimization and Changes in Hopelessnes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0, 772-776.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1.597086 

Hofer, J., & Spengler, B. (2018). How Negative Parenting Might Hamp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pontaneous Aggressive-
ness and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elf and Identity, 19, 117-139.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8.1541026 

Janoff-Bulman, R. (1992).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Free Press. 
Ju, Y., Wang, M., Lu, X.-W., Sun, J., Dong, Q., Zhang, L. et al. (2020).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Trauma on the Onset, Se-

verity and Improvement of Depression: The Role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Cortisol Level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6, 402-410.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7.023 

Lerner, M. J., & Miller, D. T.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
logical Bulletin, 85, 1030-105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85.5.1030 

Sutton, R. M., & Douglas, K. M. (2005). Justice for All, or Just for Me? More Evid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lf-Other 
Distinction in Just-World Belief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9, 637-64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5.02.010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2
https://doi.org/10.13450/j.cnki.jzknu.2022.05.01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6.2.35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06.028
https://doi.org/10.1176/appi.ajp.2008.08050721
https://doi.org/10.1037/h0037562
https://doi.org/10.1037/h0037562
https://doi.org/10.1016/S0145-2134(02)00541-0
https://doi.org/10.2224/sbp.2007.35.7.903
https://doi.org/10.1080/10926790802262572
https://doi.org/10.1023/A:1022091609047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1.597086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8.1541026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7.02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85.5.103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5.02.010

	大学生儿童期创伤经历与绝望感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ust-World Belief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TQ-SF)
	2.2.2. 贝克绝望问卷(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2.2.3.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

	2.3. 统计学处理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儿童期创伤、绝望感和公正世界信念的相关性分析
	3.3. 儿童期创伤、公正世界信念和绝望感间的回归分析
	3.4.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4.1. 儿童期创伤与绝望感的关系
	4.2. 公正世界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