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5期 总第94期
2019年10月

研究生新生刚刚步入新的学习生活阶段，面临

各种挑战，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一项采用症

状自评量表对2 505名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新生的

调查结果显示，4.19%的研究生新生具有中等程度

的心理问题，其中强迫、人际关系、饮食睡眠和抑郁

问题较为突出［1］，这些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研究生新

生的学业发展与个人成长。在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的诸多因素中，领悟社会支持是受到关注较多的一

个变量。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可利用社会支

持的认知评估［2］。以往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研究表明，高领悟社会支持与良好的心理健康

显著正相关，对抑郁具有直接的缓冲作用，而低领

悟社会支持则对心理问题与身体疾病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3］。目前有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研究，对象大多是高中生、大学生、成年人与老年人

等，对于研究生新生而言，其感知到的家庭、老师和同

学等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同样值得探索，

基于以往研究结论，本研究假设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

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生涯适应力是指个体应对可预测的生涯任务

以及环境变化引起的不可预测的生涯任务的准备

程度［4］。Savickas 和 Porfeli根据职业建构理论相对

于社会和发展任务的自我调节模式，提出生涯适应

力包含生涯关注（career concern）、生涯自主（career
control）、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和生涯自信（ca⁃
reer confidence）四个维度，并认为生涯关注有助于

个体展望未来，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生涯控制使个体有责任塑造自己和他们的环境，从

而达成未来目标；生涯好奇促使人们探索自我并产生

对未来的渴望；生涯自信则让人们建立起信心，从而

可以实现他们的生涯选择［5］。许多研究表明，生涯适

应力作为个体发展中的一项关键能力，可以直接影响

个体的心理健康，比如能够发展权利感和提升生活满

意度，缓解焦虑、抑郁、降低自杀意念等［6-7］。同时，有

关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研究显示，领

悟社会支持对生涯适应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

领悟社会支持可通过提高生涯适应力来间接影响

工作满意度［8］。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可以推测生涯

适应力可能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

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有待进一步证实。

综上，本研究拟在探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

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生新

生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即生涯适

应力的中介作用，以期为促进研究生新生适应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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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以及心理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提供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某高校硕士研究生新生

2 000名作为被试，共得到有效数据1 905份，有效率

为95.3%。其中男生550人，占28.9%，女生1 355人，

占71.7%；科学型硕士950人，占49.9%，专业型硕士

955人，占50.1%。

（二）研究工具

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Zimet等编制、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PSSS），共 12个自评项目，包含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9］。每个项目采用七

级计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越多地感受到社会支

持。本研究中，将原量表的“领导、亲戚、同事”改为

“老师、亲戚、同学”，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分
半信度系数为 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df =
4.62，拟合优度指数（GFI）=0.94，规范拟合指数

（NFI）=0.94，比较拟合指数（CFI）=0.95，近似误差的

均方根（RMSEA）=0.078，拟合指标良好，该量表有较

好的结构效度。

2. 生涯适应力量表

采用华丹修订的“研究生生涯适应力量表”，共

有17个项目，包含生涯自信、生涯控制、生涯关注和

生涯好奇四个维度。项目采取五级计分，分数越高

表明生涯适应力水平越好，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0］。本

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四个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80、0.80和0.76。验

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df=4.77，GFI=0.93，NFI=0.93，
CFI=0.93，RMSEA=0.075，拟合指数良好，该量表有

较好的结构效度。

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采用王征宇修订的“心理健康测量工具症状自

评量表”（SCL-90），该量表共有90道题目，包括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十个因子，采取五级评分［11］。

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8。
二、结 果

（一）研究生新生心理健康现状

参照马喜亭等［12］的筛查标准，以 SCL-90量表

各因子均分≥2为阳性症状，分析各因子检出人数情

况如表1所示。从总体上看，以任一因子得分超过2
为心理问题筛查的标准［12］，研究生新生心理问题筛

查率为25.7%。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和焦虑等在研究生新生中的筛查阳性率位居前四。

表1 SCL-90各因子检出的情况

因子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任一因子

人数

064
403
217
147
129
103
070
113
116
489

比例（%）

03.4
21.2
11.4
07.7
06.8
05.4
03.7
05.9
06.1
25.7

（二）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涯适应力、

心理健康的相关性

对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适应力与心

理健康三个变量维度之间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由表 2可知，领悟社会支持各维度与生涯适应力各

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心理健康呈显

著负相关（P<0.01），生涯适应力各维度与心理健康

也呈显著负相关（P<0.01）。

项目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项目5
项目6
项目7
项目8

项目1
1.000

-0.626*

-0.643*

-0.335*

-0.292*

-0.347*

-0.316*

-0.182*

项目2
1.000

-0.752*

-0.336*

-0.259*

-0.342*

-0.332*

-0.222*

项目3

1.000
-0.349*

-0.295*

-0.383*

-0.356*

-0.212*

项目4

1.000
-0.726*

-0.787*

-0.700*

-0.272*

项目5

1.000
-0.725*

-0.657*

-0.237*

项目6

1.000
-0.729*

-0.275*

项目7

1.000
-0.228*

项目8

1.000

表2 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生涯适应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矩阵 （r）

项目1：领悟社会支持：家庭支持；项目2：领悟社会支持：朋友支持；项目3：领悟社会支持：其他支持；项目4：生涯适应力：生涯自信；项目

5：生涯适应力：生涯控制；项目6：生涯适应力：生涯关注；项目7：生涯适应力：生涯好奇；项目8：心理健康。*P<0.01。
（三）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

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

型验证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对

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构建以领悟社会支持

为外源潜变量，以生涯适应力为中介潜变量，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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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为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图1）。模型

拟合指数分别为：χ2/df=3.33，GFI=0.98，NFI=0.99，
CFI=0.99，RMSEA=0.04，可见模型拟合良好。当仅

考察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时，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心理

健康（β=-0.25，P<0.001），当加入生涯适应力后，领

悟社会支持对生涯适应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46，P<0.001），生涯适应力对心理健康有显著负

向影响（β=-0.21，P<0.001），而领悟社会支持对心

理健康的影响依然显著，但负向影响降低（β=-0.15，
P< 0.001），这表明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

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是

0.46×（-0.21）=-0.10，占总效应的40%。

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偏差校

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

检验，共重复抽样 2 000 次。结果显示，生涯适应

力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置信

区间为（-0.13，-0.07），置信区间不包含0，故中介效

应显著。

生涯自信 生涯关注 生涯控制 生涯好奇

生涯
适应力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领悟社会
支持 心理健康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其他

精神病性

0.46 -0.21
-0.15
-0.25

数字表示路径系数。

图1 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之间的中介模型

三、讨 论

（一）研究生新生心理健康现状

研究发现，研究生新生心理问题筛查率

（25.7%）较高，但明显低于马喜亭等［12］2011年采用

SCL-90对某高校研究生进行调查所得出的44.16%
的检出率。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样本不同所造成

的差异，本研究是以某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新生为样

本，而马喜亭等的研究则是以某航空航天大学的硕

士生和博士生为样本。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研

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特点，支持了姜松梅等［13］

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元分析得出的“研究生

心理健康水平有提高趋势”的研究结论。研究还发

现，研究生新生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等

症状较为突出。这与马喜亭等［12］的研究结论基本

一致。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可

能是由研究生较高的学业压力和自我定位引发，也

可能与社会支持减弱有关，凸显了研究生新生群体

心理问题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生新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点。

（二）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

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

的影响效应，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心理健康量表得

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这支持了本研究的假

设，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4］，说明领悟社会支持

对心理健康的正向影响效应在不同群体上均能得

到体现。研究生新生在感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时，

一方面可以给他们带来积极情绪体验，对新的环境

更容易产生归属感和控制感，有利于消除或减轻不

良情绪；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发展出更为有效的

应对方式，从而更好地应对新的发展任务，提升心

理健康水平。

（三）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

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在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

领悟社会支持除了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外，还

会通过生涯适应力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研

究生新生正处于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面临新的发

展任务，是否具备较强的生涯适应力尤为重要。生

涯适应力从其内涵出发可以理解为个体应对环境

变化时的一种应对能力，在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

持对生涯适应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在感受到良好社会支持的条件下，研究生新生会产

生较强的心理资源，为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提供了助

力。鉴于此，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加强人文关怀以

提高研究生新生对可利用社会支持的感知，还可以

通过开设职业生涯课程、开展职业生涯活动以及生

涯辅导等途径提升研究生新生的生涯适应力，从而

促进他们有效应对新的学业和生活挑战，促进身心

健康发展。

生涯适应力是研究生新生领悟社会支持影响

心理健康的一条重要路径，这一研究结果也契合了

Lakey等［15］提出的关系调节理论的观点。传统对社

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解释大多持压力缓冲

理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造成的消

极影响，从而保护个体的心理健康。而关系调节理

论则认为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效

应是通过社会交往影响个体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产

生的［15］。在本研究中，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升

生涯适应力这一路径影响心理健康，这表明社会支

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种积极心理品质增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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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不仅仅是压力缓冲，这一研究结果恰是领悟

社会支持影响研究生新生情感、认知和行为的体

现，证实了关系调节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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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n the mental health in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

Zhang Wenlong，Ye Yiduo
School of Psycholog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Abstract：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scale，career adaptation scale and self ⁃evaluating inventory were
used by 1 905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reening rate of the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psychological problems was
25.7%，among which obsessive（21.2%），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11.4%），depression（7.7%）and anxiety（6.8%）

were more prominent；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among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mental health（P<0.01）；career adaptability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β =- 0.21，P<
0.001）.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affects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 by
developing thei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o improve freshman of graduate students’mental health
level，educators shoul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available social support by strengthening humanistic care，
on the other hand，they should enhance their career adaptability by offering career courses，career activities
and career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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