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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impacts of resilience for children with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social support 
through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Methods: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456 children and compare their results. There were 62 children who had serious rela-
tive deprivation and needed be done the resilience education practice. Then we compare the re-
sult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before and after doing it. Results: Before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utilization 
support and total scores between serious and slight relative deprivation children (p < 0.001). Af-
ter implementing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tenacity, strength and optimism of CD-RISC are 
improved and have a clear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training (p < 0.001 or p < 0.01). 
There is significant increase for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utilization support and to-
tal scores between serious and slight relative deprivation adolescent (p < 0.001). Conclusion: Elas-
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e social support of children who have 
a high relative deprivation. 

 
Keywords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Children,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4057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4057
http://www.hanspub.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甄锋泉 等 
 

 
432 

心理韧性对相对剥夺儿童社会支持的改善：基

于弹性心理训练效果分析 

甄锋泉，刘  颖，黎光明*，蒋  欢，梁正妍，王幸君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16年3月25日；录用日期：2016年4月9日；发布日期：2016年4月14日 

 
 

 
摘  要 

目的：通过弹性心理训练，考察相对剥夺儿童心理韧性对社会支持的改善效果。方法：使用相对剥夺感

量表调查456名儿童，筛选出62名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儿童，对他们进行弹性心理训练，比较训练前后的

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水平。结果：弹性心理训练前相对剥夺感高分组和低分组儿童在主观支持、客观支

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均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在接受弹性心理训练后，心理韧性

量表的坚韧、力量和乐观均有所提高，并且训练前后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或p < 0.01)，在主

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提高(p < 0.001)。结论：弹性心理训练

对相对剥夺儿童社会支持的改善起到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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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Davis, 1959)，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

感受来自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在比较中，选定他人或他群作为参

照物，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比参照物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

感产生，认为自己本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得到。一方面他们容易与同学相互攀比(内部比较)，另一方面

常把其它群体作为参照物，与之比较(外部比较)。 
心理韧性(resilience，也译作“弹性”、“复原力”)，是指使个体在压力、逆境、危机或创伤下仍能

够积极适应、茁壮成长的个性特征，是个体应对压力所需要的心理品质(Connor & Davidson, 2003)。心理

韧性水平较低，不利于相对剥夺儿童摆脱主观不适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

压力的加剧，儿童身处不利的环境中，一些心理韧性缺乏的儿童，在心理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曾红等人对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大学生进行弹性心理训练，发现训练后这些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显著提高，

相对剥夺感则显著降低(曾红，范云，黎光明，黄文康，2015)。彭李(2012)通过实验证明，心理韧性较高

的个体倾向于关注正性的情绪刺激信息，并且弹性心理训练能够帮助大学生运用积极的方式调节情绪。

杨艳(2015)对 418 名大学二年级贫困生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在弹性心理训练前后，SCL-90 中

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维度上得分有所改善。Waite 和 Richards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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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某政府组织中实施的实验显示，弹性心理训练能让实验组的被试提高自尊心，增强心理控制力，

明确生活目标，改善人际关系。Sood，Prasad，Schroeder，和 Varkey (2011)以 40 名医生为被试，发现弹

性心理训练能提高医生的心理韧性，减少压力。 
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产生相对剥夺感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因素。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实际得到

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社会支持就有可能决定这个人是否产生相对较强的相对剥夺感(Kawachi, 
Kennedy, & Wilkinson, 2012)。于阳在研究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时提出，城市流动人口因得不到社会支持而

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于阳，2014)。郭晓红通过对弱势群体的研究，认为，弱势群体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而采取对弱势群体增加社会支持等措施能控制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郭晓红，

2012)。蓝李焰在实证调查时发现，目前贫困大学生在构陷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存在困境，容易产生相对剥

夺感(蓝李焰，2012)。前人的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支持之前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相对剥

夺感较强的人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也越低。 
由此，可以合理猜测，通过弹性心理训练，一些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儿童社会支持水平可能有所增强。

本文旨在探讨通过教育训练相对剥夺儿童的心理韧性对其社会支持改善的效果。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三年级~六年级小学生样本 456 人，平均年龄 11.89 ± 2.85 岁。其中，

男生 248 人，女生 208 人；重点小学 219 人，一般小学 237 人；三年级 112 人，四年级 116 人，五年级

124 人，六年级 104 人。 

2.2. 工具 

采用 Callan 等人 2008 年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PRDS) (Callan, 
Ellard, Will, & Hodgins, 2008)，共有 14 个题目，包括个人能力、个人受欢迎、家庭地位和家庭质量等四

个方面，所有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差很多(5 分)、差一些(4 分)、差不多(3 分)、好一些(2 分)、好很

多(1 分)，总题项得分相加除以题项数，表示此题项均值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在相对剥夺感上有更多的知

觉。测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1。 
心理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中文版(Yu & Zhang, 2007)，由肖楠和张建

新修订，共 25 个项目，包括韧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88，0.80 和

0.60，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量表的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韧性越强。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由肖水源于

1986 年编制。该量表有 10 个条目，分 3 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量表重测总

分一致性为 0.92，各条目一致性范围在 0.89~0.94。各维度评分越高，表明感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2.3. 方法 

使用相对剥夺感量表(PRDS)调查儿童，筛选出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儿童，对他们进行弹性心理训练。

参考 Sternberg 等人提出的“另一个 3R”培训方案(Cogan, 2004)，要求儿童学会推理、心理弹性和责任，

事实上这是一个问题解决的模型，它更加关注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关注个体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个

模型的基本过程如下：问题→提问→头脑风暴→选择→行动→评价→找到解决方案或结束问题。弹性心

理训练实施的主要步骤：第一步，问题开始时，训练为问题及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中的每一个步骤负起

责任来(责任)；第二步，提问时，训练停下来先花时间思考一下问题解决模型的每一个步骤(推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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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问题行动时，训练遇到障碍时要咬牙坚持(心理韧性)；第四步，问题解决后，可以尝试再反思问题解

决模型，找到新的解决方法(回顾)。共使用了 3 个问题来训练学生的弹性心理：1) 个案讨论，告别自卑，

即当有话想说时，是说还是不说；2) 心理游戏，人际关系互动，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接受；3) 角色扮演，

做自己的主人，即当批语来临时，做的是对还是不对。 
弹性心理训练时间为 6 周，记录训练前后的相关量表数据。对结果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

计。 

3. 结果 

3.1. 弹性心理训练前相对剥夺感水平高分组和低分组儿童社会支持比较 

对随机抽取的 456 名儿童施测相对剥夺感量表(PRD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K-S 检验显示被

试 PRDS (Z = 0.14, p = 0.13)和 SRRS (Z = 0.13, p = 0.20)的得分均符合正态分布。弹性心理训练前对不同

相对剥夺感水平的儿童进行高低分组，各选取 27% (123 人)，比较相对剥夺感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社会支

持水平，所得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相对剥夺感高分组和低分组儿童在家庭质量、个人能力、个人受欢迎、家庭地位

及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高分组儿童在相对剥夺感各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低分组。从因子

排序来看，个人受欢迎因子得分最高，个人能力其次，家庭地位再次，家庭质量得分最低。相对剥夺感

高分组和低分组儿童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
高分组儿童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上得分都显著低于低分组。 

3.2. 弹性心理训练前后儿童 CD-RISC 和 SSRS 的结果比较 

对高分组 123 名儿童进行筛选，凡是相对剥夺感总分高于 50 分，则表明相对剥夺感水平较强，对这

部分儿童(共 62 名)进行弹性心理训练。训练前后分别对这部分儿童施测 CD-RISC 和 SSRS 量表，K-S 检

验显示，CD-RISC (Z = 0.26, p = 0.28)和 SSRS (Z = 0.24, p = 0.21)的得分均符合正态分布。训练前后的训

练前后儿童 CD-RISC 和 SSRS 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接受弹性心理训练后，心理韧性量表的坚韧、力量和乐观均有所提高，并且训

练前后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 或 p < 0.01)。通过弹性心理训练，相对剥夺感水平较强的 62 名儿

童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提高(p < 0.00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serious relative deprivation adolescent and slight relative deprivation adolescent in social 
support before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表 1. 弹性心理训练前相对剥夺感水平高分组和低分组儿童社会支持比较 

  高分组 低分组 t p 排序 

PRDS 个人能力 4.15 ± 0.82 3.54 ± 0.79 7.86 <0.001 2 

 个人受欢迎 3.91 ± 0.89 3.02 ± 0.86 7.97 <0.001 1 

 家庭地位 3.86 ± 0.84 3.29 ± 0.87 5.22 <0.001 3 

 家庭质量 3.48 ± 0.79 3.09 ± 0.75 3.97 <0.001 4 

SSRS 主观支持 19.04 ± 3.38 23.76 ± 3.46 22.08 <0.001  

 客观支持 8.32 ± 2.14 10.89 ± 2.29 11.74 <0.001  

 对支持的利用度 7.79 ± 2.07 10.12 ± 2.37 9.42 <0.001  

 社会支持总分 35.28 ± 5.46 42.03 ± 5.78 17.6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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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results for CD-RISC and SSRS before and after elastic psychological training 
表 2. 弹性心理训练前后儿童 CD-RISC 和 SSRS 结果比较 

  训练前 训练后 t p 

CD-RISC 坚韧 31.28 ± 5.89 36.96 ± 6.01 5.31 <0.001 

 力量 20.04 ± 6.32 23.98 ± 5.58 3.68 <0.01 

 乐观 8.01 ± 3.23 9.89 ± 3.45 3.13 <0.01 

SSRS 主观支持 17.34 ± 3.08 20.93 ± 3.15 18.01 <0.001 

 客观支持 7.81 ± 2.52 9.95 ± 2.04 9.88 <0.001 

 对支持利用度 6.93 ± 2.87 9.42 ± 2.87 7.63 <0.001 

 支持总分 32.20 ± 5.66 40.35 ± 5.11 15.13 <0.001 

4. 讨论 

相对剥夺感量表主要测试儿童觉得自己与其他人相比时所感受到的剥夺感。例如，在家庭地位方面，

家庭经济条件或家庭成员社会地位在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是差很多、差一些、差不多、好一些还是好很

多。相对剥夺感得分越高，表示感觉到受剥夺的机会(或可能性)越大。在表 1 中，相对剥夺感高分组和低

分组儿童在家庭质量、个人能力、个人受欢迎、家庭地位及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这表明儿童的相对剥

夺感存在水平差异。从因子分排序看，儿童更为关注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受欢迎程度和个人能力)，家庭因

素则相对更少关注，这表明儿童的相对剥夺感强弱(水平)主要体现在个人因素上，不是在家庭等外在因素

上。个人受欢迎是指外表(容貌、身材)、衣着打扮、受异性欢迎程度、受老师欢迎程度，与周围同学相比

较时自我感觉如何。个人能力是指智力、社交能力、社会工作能力、创新能力，与周围同学相比较时自

我感觉如何。家庭质量则指家庭完整性、家庭社会关系丰富程度、家庭成员的健康程度，与周围同学相

比较时自我感觉如何。 
从表 1 的结果也可以看出，相对剥夺感越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

分越低，这表明相对剥夺感强弱影响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剥夺感水平高的儿童，所获得的社会支

持相对较低。 
表 2 的结果表明，对相对剥夺感弱的儿童进行弹性心理训练有助于他们提高自我的心理韧性，心理

韧性量表的坚韧、力量和乐观均有所提高。表明这种训练对儿童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他们变得坚

强、有韧性、自我毅力强，也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当前儿童面

临各种不利因素，弹性心理训练能够增强儿童的分析意识，使他们达到合情合理的思维水平，且有利于

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水平，从而优化他们的心理健康。 
表 2 的结果也表明，通过弹性心理训练，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儿童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

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上有显著性提高。进一步比较发现，训练后主观支持(20.93 ± 3.15)与表 1 中低分

组(23.76 ± 3.46)接近，训练后客观支持(9.95 ± 2.04)与表 1 中低分组(10.89 ± 2.29)接近，训练后对支持的利

用度(9.42 ± 2.87)与表 1 中低分组(10.12 ± 2.37)接近，训练后社会支持总分(40.35 ± 5.11)与表 1 中低分组

(42.03 ± 5.78)接近。这表明，通过弹性心理训练，相对剥夺感较强的儿童社会支持水平提高到或已接近

表 1 中相对剥夺低分组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这提示，对相对剥夺感强的儿童进行弹性心理训练有助于

显著提高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因此，弹性心理训练对相对剥夺儿童的社会支持改善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李强认为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

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李强，1998)。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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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度上来说，接受了弹性心理训练后的儿童心理韧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在面对生活事件的时候

更加坚强，即使遇到障碍也能坚持，来自亲密关系的帮助能更好地调节他们的心理状态，克服困难。由

此，心理韧性的提高也容易感受到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但是，弹性心理训练具体如何提高相对剥夺儿

童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心理韧性、社会支持和相对剥夺感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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