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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ental health in special children, this study ex-
amined 208 special children in Chongqing and Xian by means of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re-
siliency scale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resiliency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in different disability times and 
different grades.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iliency scale score 
of special children and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scor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y scale score and general health score. Core self-evalu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general health. 3) The level of resiliency of special children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but also through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indirectly affect 
mental health. That is, core self-evalu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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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为探讨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一般健康问卷、心理弹性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

表对重庆、西安两地的208名特殊儿童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1) 特殊儿童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在

不同致残时间、不同年级段上均有显著差异。2) 特殊儿童心理弹性得分与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呈显著的正

相关；心理弹性得分与一般健康得分呈显著的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一般健康呈显著的负相关。3) 特
殊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不仅对心理健康状况有直接影响，而且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的影响心理健康

状况，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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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特殊儿童常指的是在视力、言语听力以及肢体上存在缺陷的儿童[1]。相关研究表明，由于特殊儿童

相对于正常儿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易产生不良情绪，如焦虑、孤独等[2]，其心理上存在着较强的

依赖性，自信和自主能力较差，目前很多研究都表明特殊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特殊儿童的缺陷大

多会伴随其整个生命历程，并且影响其健全人格养成[4]。面对生理的缺陷和外界环境的压力，特殊儿童

如何应对困境，是失败还是能够成功应对，这是值得思考的。 
心理弹性是结合积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个体面对创伤、逆境、悲剧、威胁以

及其他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过程，也就是个体遭受困难时能尽快恢复和成功应对并保持健康心理状态

的能力[4] [5] [6]。到目前为止，有的研究者认为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有着直接作用[7] [8] [9] [10]；也有

研究者认为不仅有直接关系还有间接影响，也就是说还可以通过内、外因素的中介作用而影响心理健康

[11] [12] [13]。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重要的人格因素，属内部因素，其对心理健康的保护有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的保护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起作用，心理弹性可以提升个体的积极认知评价，比

如自我效能感和积极自我评价[14]，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能够更加积极的看待自己，从而其心理健康状

况也就越好。 
心理弹性可以影响个体核心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同时核心自我评价也可以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以

往针对三者的探讨主要针对于留守儿童、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等，但对特殊儿童这一群体的涉及很少。

因此，本文以特殊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于 2018 年 3~4 月在重庆市特殊学校、西安市特殊学校进行问卷调查，选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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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正确理解问卷意义、并能够填写问卷的学生。共发放 300 份，回收 263 份，问卷回收率为 87.7%；剔

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208份，有效率为 80%，小学 30人(14.4%)，初中 44人(21.2%)，高中 134人(64.4%)；
男生 94 人(45.2%)，女生 114 人(54.8%)；城镇 81 人(38.9%)，农村 127 人(61.1%)；听力障碍 111 人(53.4)，
视力障碍 97 人(46.6%)。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健康问卷 
该问卷共包括 12 个项目，采用 4 级记分，从“从不”计 1 分到“经常”计 4 分，得分范围在 12~48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70。 

2.2.2. 心理弹性量表 
该量表共 27 个项目，可分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个人力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

三个因子；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韧性越好[16]。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71。 

2.2.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该量表为单维结构，共 10 个项目，采用 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计分。总分越高，表明核心自

我评价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是 0.83，分半信度是 0.84 [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 α系数是 0.76。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1.0 和 AMOS21.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致残时间在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时间残疾的儿童比较发现，先天残疾的儿童在心理弹性和核心自我评价方面得分与后天残疾

儿童存在显著差异，先天残疾儿童得分均低于后天残疾儿童；积极认知和家庭支持维度得分在不同残疾

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先天残疾儿童低于后天残疾儿童(表 1)。 

3.2. 不同年级在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年级的特殊儿童分析发现，心理弹性和核心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弹性得分在小学阶

段最高，其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维度得分在小学阶段均最高；核心自我评价方面

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得分均高于高中阶段(表 2)。 
 
Table 1. Differences in mental disability,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general health status of different disabling times 
表 1. 不同致残时间在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 

变量  心理弹性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核心自我评价 一般健康 

致残

时间 
先天 

 
86.9 ± 7.95 17.17 ± 3.22 18.78 ± 3.16 13.10 ± 2.74 19.72 ± 2.99 18.13 ± 3.13 32.23 ± 5.13 27.40 ± 4.53 

后天 91.67 ± 13.72 18.17 ± 3.57 18.55 ± 4.25 14.94 ± 3.18 20.68 ± 3.54 18.31 ± 4.10 34.53 ± 6.9 26.3 ± 5.33 

 
t −2.49* −1.94 −1.23 −4.17** −4.17* −0.33 −2.31* 1.43 

p 0.015 0.053 0.222 0.000 0.48 0.74 0.023 0.154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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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erences in mental elasticity,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general health status at different grades 
表 2. 不同年级在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状况的差异分析 

变量  心理弹性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核心自我评价 一般健康 

年级 

小学 

 

94.92 ± 18.54 17.88 ± 4.80 20.72 ± 5.40 13.68 ± 3.84 21.48 ± 4.59 21.16 ± 5.71 36.76 ± 9.31 25.80 ± 7.56 

初中 90.75 ± 8.70 18.15 ± 2.56 19.05 ± 3.20 15.35 ± 3.08 19.90 ± 2.77 18.30 ± 2.99 34.70 ± 4.92 26.60 ± 4.14 

高中 86.90 ± 7.81 17.30 ± 3.16 18.72 ± 3.16 13.39 ± 2.76 19.99 ± 3.17 17.71 ± 2.74 32.06 ± 4.81 27.37 ± 4.27 

 
F 8.03** 0.80 3.52* 3.96* 3.20* 12.21** 9.01** 1.30 

p 0.000 0.449 0.031 0.021 0.043 0.000 0.000 0.276 

事后比较 1 > 3  1 > 3 2 > 3 1 > 3 1 > 2, 3 1 > 3, 2 > 3  

注：*p < 0.05，**p < 0.01。 

3.3. 相关分析 

对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与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呈

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一般健康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一般健康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目标专注五个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一般健康与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目标专注五个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表 3)。 

3.4.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者之间的相关均显著。这就满

足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对三个变量去中心化后，使用层次回归考察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和

一般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结果见表 4 和图 1。 
表 4 显示心理弹性和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健康以及心理弹性和一般健康三条路径均

显著，其中心理弹性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极其显著(p < 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一般健康的影响极其显

著(p < 0.001)，心理弹性对一般健康的影响也极其显著(p < 0.00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一

般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心理弹性对一般健康的影响部分通过核心自我评价这一变量实现。在

心理弹性和一般健康之间，直接效应量为 0.33，间接效应为 0.2295，总效应为 0.5595，中介效应量占比

41%。 

4. 讨论 

4.1. 特殊儿童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和一般心理健康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致残时间不同的特殊儿童的心理弹性存在差异，后天的高于先天的，主要表现在积极

认知和家庭支持两方面。这与以往研究先天的高于后天的有所差异[4] [17]。这可能是因为后天致残的儿

童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负性事件时，可能当下的情绪和认知会比较消极，但是他们已经具备初步的社会适

应能力和社会适应技能，能够较为积极的面对与认知，抗挫能力相比先天致残的儿童强。且由于后天致

残，其父母及家庭会为防止儿童在心理上的继续伤害而增加关爱和支持，使后天致残的儿童感受到温暖。

研究也发现致残时间不同的特殊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存在差异，后天高于先天。可能的原因是先天致残

的儿童自我效能感低于后天致残的儿童。 
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学段的特殊儿童的心理弹性存在差异，其中小学高于初中、初中高于高中，主要

表现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四个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小学阶段的特殊儿童的认知

发展并不成熟。加之年龄小，当遇到负性事件时，有其父母及家庭足够的支持和包办。而初高中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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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ecial children i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表 3. 特殊儿童在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健康相关分析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一般健康 核心自我评价 心理弹性 

目标专注 1        

情绪控制 0.004 1       

积极认知 0.655** −0.013 1      

家庭支持 0.300** 0.336** 0.296** 1     

人际协助 −0.074 0.526** −0.067 0.243** 1    

一般健康 −0.367** −0.423** −0.344** −0.354** −0.222** 1   

核心自我评价 0.308** 0.417** 0.203** 0.258** 0.343** −0.614** 1  

心理弹性 0.596** 0.633** 0.578** 0.702** 0.556** −0.559** 0.506** 1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of core self-evaluation 
表 4.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 

 Estimate SE CR P 

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 0.51 0.03 8.44 0.000 

一般健康←核心自我评价 −0.45 0.05 −7.52 0.000 

一般健康←心理弹性 −0.33 0.03 −5.63 0.000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图 1.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分析 

 
特殊儿童处在青春发育期，社阅历尚浅、心理成熟度不高，并面临学业、人际关系、人生转折等多重压

力，在多个压力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往往不能以正确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同时，研究也发现不同学段的

特殊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存在差异，表现为小学高于初中，初中高于高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小学阶段的

特殊儿童自我意识尚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评价较为稚嫩、单纯、片面，一般而言带有自我良好

倾向；而初高中阶段的特殊儿童对自我和外界环境有一定的认识，但认知常因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受挫

夸大事件，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质疑，甚至自卑。 

4.2. 特殊儿童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一般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 

特殊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弹性与一般健康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且可以显著的预测特殊儿童

的一般健康[18] [19]。这说明特殊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和心理弹性水平得分越高，其一般健康水平得

分就越低，而一般健康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特殊儿童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和一般健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1%。即是说心理弹性对特殊儿童一般健康的影响作用有接近一半是通过其核心自

我评价实现的。一方面特殊儿童的心理弹性可以直接影响其一般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特殊儿童心理弹性

还可以通过提高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间接地降低一般健康得分，从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当特殊儿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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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弹性水平越高的时候，意味着个人力和支持力越强，人格的发展状况也就越好。而作为人格特质的核

心自我评价其水平越高，对自我能力的就越肯定，能够对外界环境压力做出积极的应对。而当特殊儿童

的心理弹性水平越低时，其人格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相对而言会比个人力强、有支持力的特殊儿童差。

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低的特殊儿童自我效能感低，且情绪常常不稳定，恐惧感和孤独感强，在面对突如其

来的负性事件时常无力应对或者消极应对，从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5. 结论 

1) 特殊儿童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在不同致残时间、不同年级段上均有显著差异。 
2) 特殊儿童心理弹性得分与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心理弹性得分与一般健康得分呈显

著的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得分与一般健康得分呈显著的负相关。 
3) 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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