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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福建晋江人#讲师#心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涯发展与心理健康*

自杀意念!

HI212J34 2J53K206

#

*&

"是个体思想中出

现死亡+自杀和严重自我伤害的内容 #包括自杀

的计划 &步骤和想法 ,

<

-

#是自杀未遂者和自杀死

亡者早期的一种心理活动 * 自杀意念能有效地

预测心理健康问题 # 同时也是预测自杀行为发

生的重要指标 ,

9G=

-

* 大学生是自杀的高危人群 #

大学生自杀率是同年龄人的
9LC

倍 # 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

C

-

* 因此 #探讨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

对自杀意念的干预 #隔断自杀意念的发生 &发展

对预防大学生自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

已有研究表明#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学习压力&环境适应&人际冲突&就业

压力&情感问题&应对技能缺乏等因素#均可能导致

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和自杀意念的发生*近年来#

随着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以及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

不 合 理 的 影 响 # 大 学 生 就 业 压 力 !

5MN40OM56K

NP5HHIP5

#

(Q

"增大*由就业压力导致的大学生自杀事

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就业压力容易导致个体产生

紧张&压迫和焦虑的体验#影响主观幸福感#是导致

其产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等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就

业压力越高#心理问题越突出#自杀态度和自杀意念

等危险性因素的发生概率增加,

7G;

-

*

就业压力的产生是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大

学生就业压力与当前就业形势有关# 与个体内在的

心理资源不足也有密切关系* 生涯适应力
R13P55P

3J3NK3S242KO

#

"!T

是当前生涯发展的一个热点#是个

体应对可预测的工作任务和角色
U

以及面对生涯变

化或不可预测生涯问题的一种心理资源,

8

-

* 资源保

存理论认为#个体压力过大#会引起资源失衡#从而

导致倦怠和情绪耗竭等问题,

?

-

* 已有研究也发现#生

涯适应力能够预测个体的主观满意度# 并影响个体

生涯发展和心理健康,

<:G<<

-

* 现有的有关就业压力的

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从认知评价和情绪调节的视角

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生涯适应力在就业压力方

面的影响机制探索仍然不够* 生涯适应力作为一种

有关生涯发展的心理资源#既影响着结果变量#也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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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个体面临就业压力的前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本研

究假设生涯适应力作为就业压力对自杀意念影响的

中介变量#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 抽取河南省和福建省五所高校

大三和大四的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 回收问卷
=::

份$ 有效问卷
>?:

份$ 有效率为
@:A:B

# 其中男生

<@;

人!

7=A;B

"$女生
<?>

人!

=7A>B

"%大三
9;:

人

!

;7A:B

"$ 大四
@:

人 !

97A:B

"% 独生子女
@@

人

!

9;A7B

"$非独生子女
9?<

人!

;9A7B

"%城镇户口
<:;

人!

9@A;B

"

C

农村户口
97>

人!

;:A>B

"# 被试涵盖理

学&工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七个学

科# 平均年龄为
9<A<9

岁#

在征得学校和学生本人知情同意后$ 在教室对

被试者进行团体施测# 主试为经严格培训的心理学

专业学生#调查前向被试者说明问卷内容严格保密$

结果仅用于研究#要求被试者根据指导语认真&独立

作答# 被试者完成全部试卷约需要
9:

分钟$所有试

卷当场回收#

!二"研究工具

<A

就业压力问卷

就业压力问卷由张丽锦和邱桂平'

<9

(编制$共
9?

个题项$采用
-2D5EF7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就业压

力越大# 问卷分为四个维度)主观心理体验&就业情

绪困扰&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问卷总体及各因子的

重测信度在
:A?=#:A;>

之间
G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A?7#:A@>

之间$分半信度为
:A8;

# 本研究中$问卷的

"E06H31I !

系数为
:A@<

#

9A

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

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由赵小云等 '

<=

(编制$共

>7

个题项$由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关注&生涯

自信&生涯调适与生涯人际六个因子构成#问卷采用

7

级评分法
G

从
<

!完全不符合"到
7

!完全符合"$分数

越高表示生涯适应力越高# 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

总问卷的
"E06H31I !

系数为
:A@:

$总问卷的重测信

度为
:A@9

#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E06H31I !

系数为

:A@<

#

>A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由夏朝云等'

<=

(编制$共计
9?

个题项$包括绝望&乐观&睡眠和掩饰四个维度#该问

卷采用两级评分$*是+或者*否+的回答模式# 绝望&

乐观和睡眠
>

个因子的总分大于等于
<9

分作为筛

选有自杀意念者的量表划界点$ 分数越高表示自杀

意念越强$ 掩饰因子大于等于
=

分为测量不可靠#

该量表的重侧信度为
:A8?

$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A;@

#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E06H31I !

系数为
:A;>

#

!三" 统计学方法

采用
*J**<@A:

和
!+K* <;A: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 为了查找出大学毕业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验证大学生就业压力&生涯适

应力和自杀意念在性别和年级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

:A: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特征大学生就业压力#生涯适应力和

自杀意念的差异及相关分析

男大学生就业压力和自杀意念的得分明显高

于女大学生$ 而在生涯适应力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大四毕业班学生在就业压力的得分明显高于大三

学生$而在生涯适应力和自杀意念方面并没有显著

差异!表
<

"# 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生涯适应力呈负相

关 !

#LM:A<8:

$

"N:A:<

"$ 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 !

$L

:A>@8

$

%N:A::<

"% 生涯适应力与自杀意念呈负相关

!

$LM:A=>< "N:A::<

"#

O

$

"N:A:<

%

!二"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 大学生就业压力和生涯

适应力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判定系数

&

9

$:A9@9

$表示回归共同解释自杀意念的
9@A9B

$

'L

;>A;9;

$

"N:A::<

$ 即就业压力和生涯适应力对自杀

意念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三"生涯适应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 '

<7

(

$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以就业压力为外源潜变量$自

分类 就业压力 生涯适应力 自杀意念

性别

男
9A;<%:A?< >A>>%:A=8 8A=<%=A97

女
9A=@%:A?7 >A>;%:A7< ;A<;%>A8<

!

值
>A99@

P

M:A;<: 9A88>

P

年级

大三
9A77%:A?7 >A>7%:A7< ;A?>%>A@=

大四
9A;@%:A77 >A>>%:A=9 8A7<%=A79

!

值
M>A<@8

P

:A>;= M<A;;<

表
!

不同特征大学生就业压力! 生涯适应力和自杀意念的

差异分析 &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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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意念为内生潜变量#检验就业压力对自杀意念的

直接效应#各项指标分别是
!

9

=>?@ABAC9

$拟合优度指

数
/D&@:BC77

#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数
!/D&@:BC<7

#递

增拟合指数
&D&@:B8:;

$ 近似均方根误差
)+*(!@

:B:8

% 就业压力对自杀意念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

著!

!@:B7<

#

"

﹤
:B::<

"%

加入生涯适应力中介变量
E

路径模型见图
<

#就

业压力对自杀意念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由原来的

!

!@:B7<

#

"

﹤
:B::<

"变为!

!@:BF<

#

"

﹤
:B::<

"#路径系

数下降明显% 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
!

9

@9<CB88G

#

!

9

=

>? @9BC;<

$

/D& @:BC<7

#

!/D& @:B8;C

#

%D& @:B8C8

#

&D& @

:BCA:

#

#-&@:BC<A

#

"D&@:BC9C

$

)+*(!@:B:;F

%大学生

生 涯 适 应 力 中 介 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数
!

9

=>? !7

#

)+*(!!:B:8

在可以接受范围#

/D&

#

%D&

#

&D&

#

#-&

#

"D&

的值在
:BC

以上#表示拟合度较好#

!/D&":B8: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此#该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

将大学生就业压力与自杀意念的路径系数约定为

:

#约束模型中
!

9

@9GAB8A9

% 表明生涯适应力在就业

压力与自杀意念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图
!

就业压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机制路径图

三!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就业压力和自杀意念在

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大学生在就业压力和自杀

意念的得分明显高于女大学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

<G

'

% 这是由于社会赋予男性更多的家庭和社会

责任#承受更重的竞争压力#导致男大学生心理压

力感明显高于女大学生#因此男大学生就业压力感

和自杀意念得分较高%大四学生就业压力得分明显高于

大三学生#这一结论亦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

<;

'

% 大学生就

业压力在毕业季节表现最为明显# 此时大学生正处

于从学校到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 各方面竞争激

烈#容易产生应激和压力#存在的压力和自我体验

压力都特别突出&

<8

'

%

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就业压力和自杀意

念存在显著正相关#就业压力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就业压力是自杀意念的

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高校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压力是

一个重要的应激源#就业压力得分越高#自杀意念出

现的危险性也越大&

<C

'

%因此#高校毕业班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要重点关注就业困难的学生# 做好就业

困难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制定相应帮扶计划#关注

其心理健康问题#降低自杀意念出现的风险%就业压

力和自杀意念与生涯适应力存在显著负相关% 生涯

适应力作为与生涯发展有关的心理资源#压力越大#

个体面临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失衡# 就会产生负性反

应&

9:

'

E

这间接为本研究中生涯适应力与就业压力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支持% 相关分析结果同时也表明#生涯适

应力越高# 自杀意念越低% 生涯适应力与生活满意

度 (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9<

'

#生涯适应力能提升大学

生的生活满意度#促进心理健康#降低自杀意念#而

生涯适应力低#则会降低其满意度#不利心理健康的

发展#并增加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 因此#大学生对

于自己面临的就业压力要善于调整心态# 激活心理

资源#敢于面对挑战%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生涯适应力在就

业压力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阐述了

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如何影响自杀意念# 生涯适应力

会影响到个体感知就业压力的高低# 而反过来就业

压力会限制大学生生涯适应力这一心理资源的获取

和提升# 这导致了就业压力高的大学生表现出心理

健康问题和自杀意念等危险性因素出现# 这一结论

对当前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具有重要意义#在

重视大学生能力和素质发展的同时# 要重视其心理

方面的感受#在意识到其就业压力的同时#不应忽视

其生涯适应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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