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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湖北省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弹性三者间的关系，以期能为减

少青少年孤独感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湖北省内招募1129名中学生填写《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孤独感量表》，验证心理弹性是否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之间发

挥了中介作用。结果：湖北省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显著负相关(r = −0.52**)，心理弹性与孤独感

显著负相关(r = −0.54**)，心理弹性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r = 0.67**)，心理弹性在自变量领悟社会

支持和因变量孤独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占比为42%。结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孤独感水

平，且心理弹性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孤独感，中介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bei,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Ying Liu, Qian Gao*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Nov. 15th, 2023; accepted: Dec. 11th, 2023; published: Dec. 25th, 2023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78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783
https://www.hanspub.org/


刘迎，高倩 
 

 

DOI: 10.12677/ap.2023.1312783 6155 心理学进展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bei Province, in or-
der to offer advice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reduction of adolescents’ loneliness. The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imed at mitigating adolescents’ feelings of loneliness.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
thod, 112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fill in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Re-
silience Scale and Loneliness Scale, and a mediat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
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Re-
sul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loneliness (r = −0.52**),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eliness (r = −0.54**), resilience wa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 = 0.67**),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with an effect size of 42%.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s the potential to exert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xtent of an indi-
vidual’s loneliness. Furthermore, resilience is known to operate 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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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当个体实际拥有的社会关系与理想中的社会关系不符时便会产生(董及

美，佟月华，2023)。中学生自我意识增强、缺乏社交技巧，容易产生孤独感。研究表明，孤独感影响中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孤独感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产生网络依赖行为和抑郁症状，社会适应能力更差(孙经等，

2014；孙梦圆，刘堃，2018；陈明珠，孙越异，2021；高倩，佐斌，2009)。领悟社会支持即个体对各种社

会支持资源的感知和理解，对被他人关心、支持和理解程度的主观体验(鲁小华等，2022)，领悟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孤独感水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发展积极的人际关系，社交质量良好，

容易感受到关心与爱，更能从负面情绪中恢复，增强希望感，保持积极的情绪，更好地应对孤独感(李秋实

等，2023；彭旺等，2021)。由此，提出假设 1：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越多，则其孤独感水平越低。 
心理弹性是个体主动适应并积极应对压力或危机事件的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李跃等，

2023)。叶枝等人(2017)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更少体验到孤独感。也有研究指

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则心理弹性越好(武楠楠，蔡瑶瑶，2023)。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领悟社

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中，心理弹性或许扮演了某种中介的角色。考虑到这一点，提出假设 2：在中学

生群体中，心理弹性是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孤独感的中介变量。 
综合分析现有的文献，发现前人虽然对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孤独感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有初步

研究，但样本量较小且研究对象为“老漂族”和大学生(焦璨等，2020；王涵，2019)，缺少对中学生的关

注。因此，本研究以湖北省的中学生为被试，通过大样本调查探究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以及心

理弹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为减轻中学生的孤独感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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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便利取样的方式进行，共获纸质及网络问卷 1129 份。以回答不完整和答卷时间大于或小于

3 个标准差为剔除标准筛选问卷，134 份无效调查问卷被排除，最终获得 99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8.13%。研究对象为湖北省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年龄范围 11~17 岁(M = 13.8, SD = 1.603)。其中，男生

503 名(50.6%)，女生 492 名(49.4.%)；初一学生 355 名(35.7%)，初二学生 293 名(29.4%)，初三学生 125
名(12.6%)，高一学生 222 名(22.3%)；独生子女 511 名(51.4%)，非独生子女 484 名(48.6%)；有留守史 202
名(20.3%)，无留守史 793 名(79.7%)。被试均自愿参与研究及填写问卷，并对数据的使用方式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以姜乾金在 1999 年(姜乾金，1999)翻译并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为工具，对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

人、朋友和他人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量表共 12 题，采用五级计分法。总分越高，意味着感受到的社会

支持越充分。在本项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2.2.2. 心理弹性量表 
使用胡月琴、甘怡群等人在 2008 年(胡月琴，甘怡群，2008)制定的心理弹性量表，评估青少年在目

标定向、情绪管理、人际交往、家庭支持和正面认知五个方面的能力。该量表由 27 道题组成(其中有 12
题需反向计分)，所有题目都是五分制。被试的总得分越高，说明其心理弹性越强。在这项研究里，心理

弹性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达到了 0.88。 

2.2.3. 孤独感量表 
采用李晓巍等(2014)修订的版本，包括纯粹孤独感、社交能力感知、同伴地位评价、社交需求未被满

足 4 个维度。该量表共有 21 个问题，采用五分制，社交能力感知的 6 题为反向计分题，处理后量表总分

越高，表示被试感知孤独越强烈。本研究中，孤独感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2.3. 数据处理 

以 SPSS22.0 软件为数据处理工具，将问卷原始数据录入 SPSS，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

性分析，同时对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且采用 Process 插件 3.0 检验心理弹性是否在自变量

和因变量间起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在设计、分发及填写问卷的全过程中，主试均严格控制程序，尽可能减少由于采用单一的问卷调查

法和被试自我报告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具体来说，采用匿名填写问卷，使用信效度良好的量表，对某

些题目进行反向计分，选取不同地市、不同学校的学生等多种方法，在可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共同

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并且，采用 Harman 单因子方差检验来确定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程度。

对所有的题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第一个因子可解释总体方差的 27.8%，小于学术上设定的 40%
阈值(熊红星等，2012)，9 个因子的特征根都超过 1，这表明在目前的研究中，共线性不会对研究结果造

成明显的影响，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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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学变量分析 

通过描述统计和差异分析，性别在孤独感和心理弹性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孤独感水平较低，

心理弹性较好，而在领悟社会支持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年级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得分上存在

显著差异，高中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心理弹性较好；留守经历在三个变量的得分上均有显著差

异，有留守经历的学生更容易体会到孤独感，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

的学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三个变量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数据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n dimension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loneliness acros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孤独感、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得分比较 

 
孤独感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M ± SD t M ± SD t M ± SD t 

性别 
男 2.26 ± 0.82 

−1.98* 
3.44 ± 0.98 

0.15 
3.34 ± 0.63 

3.57** 
女 2.37 ± 0.85 3.43 ± 0.97 3.12 ± 0.71 

年级 
初中 2.30 ± 0.87 

−1.61 
3.35 ± 1.05 

−2.99** 
3.23 ± 0.74 

−2.10* 
高中 2.44 ± 0.82 3.65 ± 0.80 3.38 ± 0.58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2.29 ± 0.85 

−0.09 
3.47 ± 0.97 

1.11 
3.28 ± 0.70 

0.77 
非独生子女 2.34 ± 0.81 3.40 ± 0.98 3,25 ± 0.65 

留守经历 
有留守经历 2.43 ± 0.81 

2.18* 
3.26 ± 0.95 

−2.83** 
3.13 ± 0.62 

−3.13** 
无留守经历 2.28 ± 0.84 3.48 ± 0.98 3.30 ± 0.68 

注：*p < 0.05，**p < 0.01，下同。 

3.3. 相关关系 

对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三个变量两两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在湖北省中学

生群体中，领悟社会支持程度与孤独感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程度与心理弹性水

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水平与孤独感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具体数据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loneliness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孤独感的相关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 孤独感 心理弹性 

领悟社会支持 1   

孤独感 −0.52** 1  

心理韧性 0.67** −0.54** 1 

3.4. 中介效应检验 

Baron 和 Kenny (1986)指出，若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自变量对第三个变量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而第三个变量对因变量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则可以考虑中介的作用。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和孤独感三个变量满足两两变量间呈显著相关的要求，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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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重复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 95%置信

区间(95%CI)来验证心理弹性是否在自变量和因变量间发挥中介作用。数据分析结果如图 1 显示，心理弹

性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 范围为[−0.24, −0.14]，不包含 0，中介效应为−0.19，解释了全部影响的(−0.45)
的 42%。总体来看，心理弹性在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因变量孤独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图 1.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与男生相比，中学女生的孤独感水平更高，心理弹性更差，这与已有研究一致(罗一

凡，李玉梅，2021；王春桃等，2023)，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的情感更敏感细腻，对人际关系的需求更强烈，

渴望得到关心与理解，而中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业压力，处理人际关系的时间有限，且对人际关系的处

理缺乏技巧，缺乏情绪稳定等特质，人际吸引力不如男生强，较难建立深度稳定的关系，因此较容易体

会到孤独感(高倩，佐斌，2009)；同时传统文化下对男生的抗挫折能力及面对困境积极适应的能力更高，

对女生则要求相对较宽松。相较于初中生，高中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更高，心理弹性更好，这可能是

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认知的日渐成熟，掌握了一些调整情绪的方法，能更有效地识别和利用身边的社

会支持资源，在成长过程中积累了灵活应对挫折事件的经验，心理灵活性较初中时有所发展。有留守经

历的中学生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的中学生，且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心理弹性较差，这与

以往的研究一致(刘恒等，2023；谢朝阳等，2023；周丽兰等，2022)，这可能是因为留守儿童缺乏父母陪

伴，在人际交往中更加畏缩，同伴交往不够，可感知的社会支持资源有限，容易出现消极情绪，且缺乏

如何舒缓情绪的指导，较难保持积极的心态。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孤独感水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心理

弹性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有显著的负面预测作用，即中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就

越容易经历孤独，假设 1 成立，且符合前人的研究结果(范舒茗等，2021；王一丁，高倩，2023)。基于认

知加工理论，人们对人际关系质量和数量的主观感知和评价决定了孤独感的强弱。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

人们往往期望获得足够的、高质量的社会联系，但现实情境往往不如期待般美好，当理想与现实有落差

时，人们就会体验到孤独。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对身处的环境

给予更正面的评价，能够获得充分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负性情绪的发生几率更小、持续的时间更短。正

因如此，如果中学生感觉到来自家庭、同伴和教师的关怀和支持，他们的心理体验就会变得更加积极、

正面，同时他们对所能得到的社会支持的信心也就越大，在同等的学习压力下，他们会更加自信，更有

底气，感到有人与自己同在，因此会产生较低的孤独感。 
同时，本研究的结果与王涵(2019)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均证实心理弹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孤独感之间

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成立。相比于对现有社交关系满意程度较低的个体，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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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挫折、挑战和难题时，表现出更好的坚韧性和更强的适应性，更容易主动向家人、朋友等求助，

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突发事件，在建立社会联结、与他人共同处理危机中减少孤独感。这主要是因为领

悟社会支持较多的个体容易形成积极的人格，心理弹性得以增强，处理负性情绪的能力提升，在体验到

孤独感时也能更好地自我排解，因而孤独感水平较低。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作为影响孤独感的重要

因素，对个体最终体验到的孤独感有着重要作用。心理弹性既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也是一种积极

的应对策略，它通过与消极因素的交互作用，减少负面后果的产生(王梦佳等，2019)。如果个体具有更高

的心理弹性，就可以增强情绪调节能力，减少消极情绪的影响，维持内在快乐和安宁；同时也会缓解缺

乏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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