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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手机依赖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中文长

处问卷、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对4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通过

SPSS23.0以及Process 2.0 插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得分为(344.68 ± 47.20)；手

机依赖得分为(47.26 ± 12.49)；社会支持得分为(63.46 ± 11.50)；心理韧性得分为(95.79 ± 12.79)；2) 积
极心理品质与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r = 0.50, r = 0.56, p < 0.01)，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r = 
−0.16, p < 0.01)；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r = 0.67, p < 0.01)，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r = 
−0.32, p < 0.01)；3) 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相关不显著。结论：1)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心理品质、社

会支持、手机依赖关系密切；2) 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手机依赖均对心理韧性具有预测作用；积极心

理品质不仅能直接影响心理韧性，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平行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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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psy-
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
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50 college student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Chinese Strengths 
Questionnaire, Adolescent Mental Toughness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Mobile Phone De-
pendence Index Scale,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23.0 and Process2.0 plug-in. Results: 1)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344.68 ± 47.20);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core was (47.26 ± 12.49);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 was (63.46 ± 11.50); and 
the resilience score was (95.79 ± 12.79); 2)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r = 0.50, r = 0.56, p < 0.01),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 = −0.16, p < 0.01);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r = 0.67, p < 0.01), and a sig-
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r = −0.32, p < 0.01); 3) 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Result: 1)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ocial sup-
por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2)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ocial suppor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re all predictiv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mental toughnes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mental toughness through 
the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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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大学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但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当代大学生正好成长在社

交媒体大发展的时代，面临着多重压力和挑战，这些逆境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产生退缩、抑郁、

焦虑等众多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出现自杀行为(席居哲，桑标，左志宏，2011)，而研究发现心理韧性

(Resilience)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

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胡月琴，甘怡群，2008)。有学者还认为心理韧性可以减轻个体知觉到的

心理痛苦或压力感，获得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王丹，王典慧，陈文锋，2022)。因此增强大学生的心理韧

性，有助于他们从容应对未来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Dray 等人指出个体的心理韧

性需要获得内在因素的保护，如人格特征、积极态度、自我控制、应对技能等都可为心理韧性提供养分

(Dray, Freund, Campbell et al., 2014)，为促进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发展，要增强这些个体内在因素，其中积

极心理品质就是心理韧性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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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积极心理品质 

积极心理品质是指个体在先天潜能和环境教育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正向心理特质

(Peterson & Seligman, 2004)。国内外研究者围绕人类的六大美德，提出了由创造心、好奇心和开放性思维

等 24 种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品质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与幸福感，缓解抑郁与压力的良好资源(Li, 
Duan, & Guo, 2017；王焕贞，江琦，侯璐璐，2017)，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心理资本(张宁，张雨青，2010)。
研究发现，在逆境的磨练中表现得更加优秀的个体往往都有某些共性的积极心理品质，例如，希望乐观、

正直和毅力、良好的认知能力、积极的自我知觉、高自我控制能力等(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0;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et al., 2015)，具有这些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或创伤事件时，能够更

快地调节由负性事件唤醒的主观情绪体验，以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表现出高水平的心理韧性(Hausler, 
Strecker, Huber et al., 2017; Martínez-Martí & Ruch, 2016; 艾春燕，杨钰立，王玲莉，等，2021)。研究也

表明，实施积极心理品质干预会产生积极的变化，如亲社会行为、满意感、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增加，

焦虑感、抑郁感降低(Eleni & Margarita, 2018; Wade, Hoyt, Kidwell et al., 2014)。国内孟万金教授所倡导的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和张大均教授倡导的心理素质教育，本质上都是通过开发积极心理品质来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中心课题组，孟万金，王新波，等，2011；张大均，冯正直，郭成，等，2000)。 
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两变量间的关系，极少探讨积极心理品质影响心

理韧性的内在作用机制。为此，本研究将探讨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在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关

系中的作用。 

1.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环境因素，反映了他人(家人、朋友、邻居、社区成员等)在个体生活有需要时

提供的资源支持，如情感、友情、金钱、物质支持等，对促进和维持身心健康，尤其是缓冲或改善不良事

件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发挥巨大作用(周林刚，冯健华，2005)。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心理韧性的重要

保护因素，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可缓解逆境对个体的消极影响，减少他们面对压力性事件时的心理痛苦程度

(马文燕，高朋，黄大炜，等，2022)。如辛勇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的预测效应显著，社

会支持能够提升汶川地震后灾难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缓解心理应激，促进心理成长，且在震后十年，这

一预测效应依旧存在(辛勇，白柯，陈谢平，等，2019)，同时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密切。首先，

积极心理品质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主要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与社会关系中的生命力，如激情、创造力、洞

察力社交智力、勇敢、信念、感恩等(刘美玲，田喜洲，郭小东，2018)。具有这些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在

现实社会中能利用自身积极心理品质更好地觉察和利用外部环境中的支持系统，更多的感受到被尊重、被

支持、被理解。其次，具有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情绪情感调节、包容理解、脚踏实地等能力

(段文杰，谢丹，李林，等，2016；余青云，王文超，伍新春，2022)。在人际交往与工作中更受欢迎，社

会组织和周围的人都更愿意去接近并支持具有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张大均，朱政光，刘广增，等，2019)。
根据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积极心理品质和社会支持作为积极的保护性因素，可能会成为一股“合力”

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韧性。具有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可能引起其社会支持程度的提升，进而提升其心理

韧性，社会支持可能在积极心理品质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在

不少研究中，社会支持常被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进行考察(余青云，王文超，伍新春，2022；张大均，李坷蔓，

朱政光，等，2021)。基于此，提出假设 1：社会支持在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 

手机依赖是指个体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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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感，进而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与心理功能损害的现象(何安明，万娇娇，惠秋平，2022)。手机依赖会阻碍

现实中人际交往、归属与自我实等需求的满足，使青少年感知压力水平升高，体验到自卑感、孤独感、

抑郁等消极情绪水平越高(姜永志，白晓丽，2014)。手机依赖也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力，以及对逆境的

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手机依赖程度越高的个体，越不利于困境下的问题解决(梅松丽，柴晶鑫，李娇朦，

等，2017)。具有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通常更善于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对手机依赖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

更强，成瘾行为更少(谭亚菲，2016)。那些具有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倾向于在现实社会中与人交往而获得

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提升他们的自尊和主观幸福感，降低和减少孤独感、疏离感和消极情感，拥有更

好的情绪状态，不需要运用手机娱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和情感的需要(Eleni & Margarita, 2018; Peterson, 
Ruch, Beermann et al., 2007)。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2：手机依赖在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讨积极心理品质影响心理韧性的内在作用机制，认为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可能

是影响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关系的中介变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某高校发放调查问卷 450 份，删除不认真作答问卷(回答规律性强以及多处选择

两个及以上答案)和漏填 10%以上题项的问卷共 31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419 份，有效率 93.1%。其中，

大一 196 人(46.8%)，大二 45 人(10.7%)，大三 178 人(42.5%)；男生 102 人(24.3%)，女生 317 人(75.7%)，
平均年龄和标准差为 19.12 ± 1.72。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长处问卷 
本研究中积极心理品质的测量采用《中文长处问卷》(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CVQ-96) (Duan, 

Ho, Yu et al., 2012; Duan, Ho, Bai et al., 2013; 张永红，段文杰，唐小晴，等，2014)，该问卷由 96 个题

目组成，共 3 个二阶因子(长处层面)和 24 个一阶因子(性格优点层面)。采用 5 级计分。无反向记分题

目。相关性格优点或长处题目得分相加后的均分，即为该项性格优点或长处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

作答者具有的某项性格优点或长处越为突出。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5。 

2.2.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胡月琴，甘怡群，2008)，该量表有 5 个维度，共

27 个题项。采用 5 级计分，其中包含反向计分题 11 个，量表总分为 0~135，总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越高。

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8。 

2.2.3.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叶悦妹和戴晓阳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叶悦妹，戴晓阳，2008)。该量表有 3 个维度，共 17

个题项。采取 5 级计分的方式。本研究中，以总平均分为最终得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获得的社会支

持的程度就越高。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6。 

2.2.4.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采用熊婕等人修订的手机成瘾量表(熊婕，周宗奎，陈武，等，2012)，共 17 个题目，有 4 个维度。

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的方式。量表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对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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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系数为 0.91。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使用描述、相关、回归等统计方法，运用 Process 2.0 插件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影响其心理韧性的直接、间接(中介)以及总效应的效应量及其

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32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
并且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 24.88% (<40%)的变异量，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见表 1。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均

呈显著正相关，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手机依赖呈显著

负相关；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的相关不显著。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o-
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1. 积极心理品质、手机依赖、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M SD 1 2 3 

1. 积极心理品质 344.68 47.20 -   

2. 手机依赖 47.26 12.49 −0.16** -  

3. 社会支持 63.46 11.50 0.50** −0.01 - 

4. 心理韧性 95.79 12.79 0.56** −0.32** 0.67**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在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支持和手机依赖在积极心理品质与大学生心理韧性间的中介作用。模

型中的具体路径系数见图 1，结果表明：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β = 0.25, p < 0.001)
与社会支持(β = 0.50, 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手机依赖(β = −0.16, p < 0.001)；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心理韧性(β = 0.54, p < 0.001)；手机依赖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韧性(β = −0.28, p < 0.001)。如图 1
所示。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将取样量选定为 5000，在 95%置信区间下进一步检验该模型，

得出结果如表 2 所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对心理韧性的直接效应 95%的置信区间[0.05, 0.09]中不包含

0，直接效应显著；路径 1 中的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06, 0.09]，不包含 0，中介效应统计显著，

中介效应为 0.07；路径 2 的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2]，不包含 0，中介效应统计显著，中

介效应为 0.01。因此社会支持和手机依赖在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之间起平行的部分中介作用。如

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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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variables (Standardised path coefficient model) 
图 1. 变量间的中介模型图(标准化路径系数模型) 

 
Table 2.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表 2. 积极心理品质、心理韧性、社会支持、手机依赖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95%下限 95%上限 

总效应  0.15 0.13 0.17 

直接效应 积极心理品质 0.07 0.05 0.09 

总间接效应  0.09 0.07 0.10 

间接效应 路径 1：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心理韧性 0.07 0.06 0.09 

 路径 2：积极心理品质→手机依赖→心理韧性 0.01 0.01 0.02 

4. 讨论 

4.1.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品质对心理韧性有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假设 1。即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越

高，拥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水平。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品质能够激发应激适应能力以及自我保护机制，采

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而提高心理韧性(艾春燕，杨钰立，王玲，等，2021；王焕贞，江琦，侯璐璐，2017)。
积极心理品质处于较高水平的大学生，在面对压力事件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其心理健康水平都维持在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周雅，刘翔平，2011)。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水平的积极心理品质可能是个体高

心理免疫能力的体现。 
个体之间积极心理品质的差异致使面临负性事件的承受和处理能力有所不同，例如，低水平的积极

心理品质会使个体产生脆弱性，而高水平的积极心理品质则会作为保护资源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挥作用。

国外研究显示，良好的积极心理品质是心理韧性发展的保护因素(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0;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et al., 2015)。因此，积极心理品质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对增强个体心理韧性具有

促进作用。 

4.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积极心理品质除了直接作用于心理韧性外，还通过社会支持间接作用于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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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了假设 2。即社会支持在积极心理品质和心理韧性间起着“桥梁”作用。首先，个体在学习与生活

中遭遇困难与挫折时，如得到长辈、同伴的帮助与精神支持，还会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与信心。其

次，社会支持促进了个体心理韧性的提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张金勇，赵守盈，2021)。根据一般

经验，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往往社会交往能力也较强，也善于处理各种困境，心态较为乐观，更善于

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转化不利情境，维持并促进身心健康。 
依据心理韧性动态模型的观点，心理韧性是个体的天生潜能，但这种潜能必须在家庭、学校、同伴

及社会力量的帮助与支持下才能发展起来。同时，只有在外部资源的积极保护下，个体才能将问题解决、

自我效能感、自我意识、自我觉察、目标与志向等有机地整合成个体的内部资源，这些内部资源会积极

应对外部危险因素并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何安明，包灿灿，惠秋平，2020)。本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这一理论模型。 

4.3. 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中介了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3。结果显示，积极

心理品质通过手机依赖负向影响心理韧性。回归分析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负向预

测作用，即手机依赖程度越高，心理韧性水平越低，该结果与现有相关研究结果一致(何安明，万娇娇，

惠秋平，2022；何安明，夏艳雨，2019)。大学生群体处于情感较敏感的特殊时期，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

难挫折所带来的负面情绪需要适时的排解宣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学生由于自我约束的不足，当面对

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时，容易寻求另外的方式进行安慰和补偿。手机作为最常用最便捷的通讯工具，自

然就成为大学生向亲朋好友聊天倾诉，或是沉迷于手机游戏、电子书等以此来麻痹自己的最主要的选择。 
而积极心理品质则作为保护因素作用于“手机依赖–心理韧性”。如 Roberts 的研究认为冲动性人格

特质是手机依赖等行为成瘾的重要诱发因素，而拥有更多积极心理品质的大学生常带有高水平的自我控

制和自我调节能力，是成瘾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能够减少手机依赖行为，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

(Roberts & Stephen III, 2012)。梅松丽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同结论(梅松丽，柴晶鑫，李娇朦，等，2017)。 

5. 结论 

(1)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手机依赖系密切； 
(2) 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手机依赖均对心理韧性具有预测作用，积极心理品质不仅能直接影响

心理韧性，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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