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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concrete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is	study	utilized	SPSS	
and	a	novel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network	analysis	modeling,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network	structure	among	various	
dimensions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identify	the	core	dimensions.	Ultimately,	it	was	found	that	goal	focus	is	the	
most	central	dimension	within	the	network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dimensions.	Therefore,	targeting	goal	focus	as	an	intervention	
point	to	improve	adolescents’	level	of	goal	focus	may	maximize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overal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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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韧性维度的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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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策略提高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本研究采用SPSS以及新型统计分析方法-网络分析模型进一步研究
青少年心理韧性各维度间的网络结构以及确认核心维度，最终发现目标专注是心理韧性维度网络中最为中心的维度。因此
以目标专注为干预靶点，提高青少年目标专注的水平，可能会最大程度地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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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青春期后的青少年，他们将经历生理、心理及学

业等方面的诸多压力事件，如步入初中阶段的不适应、学业

压力的增大、与父母权威的碰撞等都是他们必然要面临的压

力事件，如果不能成功地适应这些新的压力事件，那么青少

年可能更易产生精神病性的改变，可能会出现诸如自杀，焦

虑、抑郁等情绪和行为问题，严重影响其成长，虽然青春期

的精神病性症状可能因性别、种族、民族和年龄而异，但通

常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 [1]。因此探索

影响青少年健康状态的因素，对帮助青少年保持心理健康具

有重要的意义。

心理韧性是个体在适应逆境的过程以及从压力经历中

进行“反弹”的能力 [2]。研究者 Rutter 提出，心理韧性由危

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两者构成，由于保护性因素的存在，

个体能够在威胁性环境中仍然保持良好的适应状态。由不同

的专家对心理韧性的定义可见，心理韧性是往往与逆境相

关。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不但会对个体整个生命周期的身心

健康产生影响，且与焦虑、抑郁、药物滥用和强迫症等精神

障碍负相关。心理韧性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够帮助处

于“狂风骤雨”期的青少年有效整合内外资源来应对面临的

问题。相关研究表明，高心理韧性的青少年出现精神疾病、

低学业成绩及人际冲突的风险更小，同时具有更强的适应能

力和幸福感。在遇到压力事件后，高心理韧性的青少年会

表现出更少的压力症状。另外，经历创伤事件后，心理韧性

也会降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一项超过

50 年的儿童复原力横向研究结果表示：在逆境中青少年有

一系列可以起到的促进和保护作用的特质，这一特质就是心

理韧性。

因此，提升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有助于青少年更好的应

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困难。Masten AS 研究发现，心理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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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赖于个体自适应系统，例如与同龄人建立亲密的关

系、感受成年人或同龄人的关怀、学校和社区拥有的和谐的

氛围、获得成功的机会，拥有坚强的信念等等。Theron L 等

人发现，家庭、同龄人、学校和社区在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建

立、稳定和恢复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科研

发现影响心理韧性的因素似乎涵盖了各个方面，让人抓不住

重点，这种范围上的广泛反而限制了寻找有效干预心理韧性

的手段。同时通过近些年研究发现，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潜

能的培养策略包括完善支持系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合理

管理情绪、注重挑战式学习和培养订立目标的能力等。然而，

由于对心理韧性相关心理学构念缺少全面综合的理解，导致

这些方法的效果也多不相同。

最新研究发现，通过一种新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网

络分析法可直接对多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数学分析以及可视

化表示，并且可以进一步探索心理韧性并确定潜在的干预

目标。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采用整体抽样的方法，以陕西省六所中学学生为被试

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 780 份，经过筛选后有效问卷 762 份，

有效率为 97.7%。

2.2 测量工具
选用胡月琴、甘怡群于 2008 年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

量表。该量表将心理韧性分为五个维度 [3]，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较好，克隆巴赫系数为 0.84。五个维度克隆巴赫系数

分别为 0.70，0.69，0.65，0.71，0.74。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0.0 和 R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

分析心理韧性五个维度的平均值和标准差；采用 R 软件分

析心理韧性的五个维度间的网络结构并进一步分析确认这

五个维度中的核心维度。

在网络分析法中，采用高斯图像模型拟合数据。使用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各维度之间的非参数斯皮尔曼相关矩

阵作为高斯图像模型的计算基础。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多（762

个被试）且变量少（5 个变量），使用非正则化模型选择而

不是传统的正则化技术来得到最终的非正则化偏相关网络。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表 1 显示青少年心理韧性五个维度的均值、标准差、

强度中心性（Z 分数）及可预测性；表 3 显示青少年心理韧

性各维度在性别、是否担任过班委以及生源地这三个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分析检验。

由表可知， 762 名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总平均分为

87.59±15.67。目标专注这一维度的强度中心性最高且具有

最强的可预测性。

青少年心理韧性各维度得分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强度中心性 
（Z 分数）

可预测性

目标专注 3.40 0.78 1.43 0.35

情绪控制 3.12 0.83 -0.10 0.27

积极认知 3.51 0.86 -1.24 0.26

家庭支持 3.16 0.86 -0.48 0.21

人际协助 3.14 0.93 0.39 0.28

3.2 网络分析结果

3.2.1 心理韧性维度网络
根据图 1 可知，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之间以及情绪控

制和人际协助之间存在较强关联，其非正则化偏相关系数分

别为 0.41 和 0.35。目标专注和人际协作之间、目标专注和

情绪控制之间、目标专注和家庭支持之间、人际协助和家庭

支持之间、情绪控制和家庭支持之间以及家庭支持与积极认

知之间的非正则化偏相关系数分别是 0.19，0.10，0.13，0.17，

0.20，0.10。五个维度的可预测性分别是 0.35，0.27，0.26，0.21

和 0.28，平均可预测性为 0.27，说明在心理韧性维度网络中，

五个维度 27% 的变异可以有相邻的节点解释。

图 1 青少年心理韧性维度的非正则化偏相关网络

注： MB 为目标专注；QX 为情绪控制；JJ 为积极认知；JT 为家庭

支持；RJ 为人际协助。

3.2.2 强度中心性
青少年心理韧性维度的强度中心性（Z 分数）结果显示，

目标专注的中心性程度最高，人际协作次之。积极认知的强

度中心性程度最低。见图 2。

3.2.3 强度中心性的稳定性
图 3 显示了节点强度中心性的稳定性结果。该节点强

度中心性的相关稳定性系数为 0.36，说明其稳定性是满足要

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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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少年心理韧性各维度的强度中心性（Z 分数）

图 3 强度中心性的稳定性

4 讨论

心理韧性能够帮助青少年适应逆境经历，且能起到在

创伤后成长的积极作用 [4]。因此提高心理韧性有利于青少年

克服困境并获得成长。目前关于心理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探讨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归因方式和学习投入等心理学构

念之间的关系，其对心理韧性维度间关系的探究较浅显。然

而，深入理解青少年心理韧性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对有效提

升青少年心理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采用传统的

数据分析探索青少年心理韧性各维度的现况，采用网络分析

法进一步探索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维度的网络结构，了解心

理韧性五个维度间的关系；并探索核心维度，为提升青少年

心理韧性总体水平提供潜在的干预靶点。

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控制在男女性别上差异显著，男

生的情绪控制能力高于女生，这可能和男女生之间的生理差

异有关，女生遇到压力事件更容易情绪化；担任过班级职务

的学生能够较充分锻炼自己的人际沟通能力，对自己会有更

清晰的认知，更能够专注于某一目标；同时来自市内学生相

较于村镇的学生眼界可能会更开阔，有机会接受更多的信息

从而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自身，而且市内父母可能更关

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孩子会感受更多家庭支持。

在青少年心理韧性维度网络中，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

之间存在最强的关联。以往研究发现，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

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最大，这表明青少年辩证地看待逆境

并在逆境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持自己的目标，制定完

善计划，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克服困境是共变关系，其一个

维度得分高的时候，另一个维度得分也高，反之亦然。另外，

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之间也存在很高的关联。这意味着当提

高青少年的情绪控制能力，同样可以促进青少年的人际协助

能力的发展，反之亦然。在以往的研究中，积极认知和情绪

控制及人际协助之间虽然存在相关性，但是相关系数较低且

普遍低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然而，本研究并没有发

现积极认知和情绪控制及人际协助之间存在关联，这可能是

因为本研究的网络模型采用了非正则化偏相关方法。

强度中心性结果发现目标专注的中心性程度最高。从

统计学角度来看目标专注是网络中有着最高连接的维度。这

意味着，目标专注维度的激活有可能更广泛的激活整个心理

韧性维度网络，即提升目标专注可能更广泛的提升心理韧性

整体水平。这为提升心理韧性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干预靶点。

另外，目标专注的可预测性也是最大的，其值为 0.35，说明

它受到网络中其他相连维度的相对较小影响。可通过开展系

列青少年心理韧性辅导，培养青少年掌握量化目标，合理规

划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目标，制定详细计划等方面来提

升青少年心理韧性目标专注维度的水平，从而可能更大程度

的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整体水平。

5 结论

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之间以及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之

间存在最强关联且目标专注是网络中最为中心的维度。以目

标专注为潜在干预靶点，可能会最大程度地提升青少年心理

韧性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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