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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关系:
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

胡 天 强,张 大 均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为了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对抑郁的影响以及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中学

生心理素质问卷、儿童归因方式问卷(修订版)(CASQＧR)、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ＧD)对１５７０名中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１)中学生存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２)心理素质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呈显著正相关,心理

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３)心理素质显著负向预测抑郁,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

质与抑郁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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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心理素质是在中国素质教育大背景下提出的、在当下社会及学术领域使用广泛的本土化概念,

是多学科关注、研究的领域,其中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研究日趋活跃.关于心理素质的内涵,国内许

多学者都进行了阐述,其中,张大均等人[１]认为,心理素质是个体在生理条件的基础上,将外在获得

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具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性行为和创造

性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它包括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性三个维度.已有理论和实证研

究都证明,心理素质在青少年适应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心理素质培养是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全

发展、维护其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１Ｇ８].

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消极指标,抑郁是中学生最常见也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情绪问题,

抑郁与心理素质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首先,心理素质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心理健康则

是一种易变的心理状态,这一点已经被多数研究者认可[９Ｇ１０].张大均等人认为,心理素质与心理健

康之间是“本”与“标”的关系,即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结构的核心层(本),是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重

要条件;而心理健康是个体心理结构的状态层,是一定心理素质的状态反应(标)[８Ｇ９].由此可知,个
体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症状的产生以及消除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心理素质支配的.其次,素质－压

力模型(thediathesisＧstressmodel)认为,个体的易损特质是造成其发展问题的重要因素,而某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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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素质却能对压力产生抑制,起到保护作用[１１].也就是说,面临同样的生活压力,心理素质水平高

的个体可能较少受到压力的影响,进而产生较少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以及各种精神障碍.最

后,实证研究也表明,心理素质能够直接预测个体的抑郁状况[３][１２Ｇ１３];尚玉秀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心

理素质差不仅是抑郁的危险因素,还在大学生自杀意念中占有重要地位[１４].

尽管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密切关系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影响这二者关系的因素还较少受到

关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一种积极的归因方式,探讨其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所起的作用,也

许能够为我们理解心理素质对抑郁的作用机制提供依据.自我服务归因偏向是指接受成功的荣誉

而否认失败责任的倾向[１５].当个体对成功或正性事件的自身－持续－整体归因显著大于对失败

或负性事件的归因时,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便形成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是普遍

存在的,并且能够维护个体自尊,预测心理健康,避免失望、悲观和抑郁[１６].Mezulis等人的元分析

进一步发现,罹患抑郁症的个体表现出最少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之相反,正常人群则表现出非

常多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向[１７].这似乎也表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个体免受

抑郁的侵害.尽管目前还未有关于心理素质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关系的直接研究,但综上相关研

究我们认为,心理素质高的个体在面临失败或负性事件时会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归因方式.苏志强

等人的研究发现,心理素质高的小学生会更多地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在心理素质与抑郁

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１３].冯正直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心理素质训练能改善个体的应对方式,从

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１８].而应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到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影响的[１９],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中学生心理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自我服务归

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方　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从吉林、天津、江苏、陕西、四川５省各选取１所中学,每所中学选取

从初一至高三６个年级各１个班进行问卷施测.最终有１５７０名中学生完成了所有测试,其中男生

６９３人(４４％),女生８７７人(５６％);初一２９８人(１９．０％),初二２６８人(１７．１％),初三２２３人(１４．２％),

高一２９９人(１９．０％),高二２７１人(１７．３％),高三２１１人(１３．４％).被试年龄跨度为１１~１９(M＝

１５．０２,SD＝１．７９)岁.问卷施测取得了所有学校及被试的知情和同意.

(二)工具

１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２０１５年修订版)由张大均心理素质研究团队在该团队已有心理素质问

卷[２０Ｇ２２]的基础上修订而来,包含３４个题项,由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性品质三个维度构成,采

用１~５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９０,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在０．４４４~０．４８０之间,三个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０．７７７~０．８３５之

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２ 儿童归因方式问卷(修订版)

采用儿童归因方式问卷(修订版)(CASQＧR)[２３]测量中学生的自我服务归因偏向.该量表由

２４个题项,即２４个假定事件构成,其中１２个积极事件,１２个消极事件.每个题项对应２个选项,

被试需要从中选择自己认为最能解释该事件发生的原因的一个选项,每个选项都对应归因方式的

一个维度,选择代表内在、稳定或整体归因的选项记１分,选择代表外在、不稳定或特殊归因的选项

记０分.积极事件归因与消极事件归因的得分等于各自题项得分之和,积极事件归因与消极事件



归因得分之差即为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得分.同已有研究一样,该问卷在本次测试中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也比较低,积极事件归因和消极事件归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３６９、０．４１８.

３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ＧD)由２０个自陈式题项构成,用于评估被试近期(１周内)抑郁症状

出现的频度,采用０~３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２４].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０．８８８.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通过SPSS１７．０进行处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步骤:(１)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

检验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中学生中是否存在;(２)如果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得到证实,随即分析心理

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的相关;(３)采用Preacher和 Hayes[２５]的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Ｇ
strap法,检验中学生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

三、结　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

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２６].本研究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可能

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即把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

结果.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共有１９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１２．２６％,没有出

现“只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率特别大”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测本研究中的变量测量出现共

同方法偏差的几率较小.

(二)中学生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检验

由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并且缺少对中国中学生被试的研究,因此首先对本

研究中的归因方式得分进行分析,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结果显示,积极

事件归因得分显著大于消极事件归因得分(t＝２８．１０７,p＜０．００１;d＝１．１３０)(见表１),表明自我服

务归因偏向在本研究的中学生群体中是存在的,可以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
表１　积极事件归因与消极事件归因的配对样本t检验(N＝１５７０)

M SD t d

积极事件归因 ６．６２３ １．８４３
消极事件归因 ４．４５１ ２．００７

８．１０７∗∗∗ １．１３０

　　　　　　　　　　　注:∗∗∗p＜０．００１,下同.

(三)中学生心理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表２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表明,心理素质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显

著正相关,心理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均显著负相关.
表２　心理素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与抑郁的相关(N＝１５７０)

M SD １ ２ ３

１心理素质 １１１．５４８ １７．８０４ －
２自我服务归因偏向 ２．１７２ ３．０６１ ０．４８４∗∗∗ －
３抑郁 ２１．１６ ９．９９８ －０．５６８∗∗∗ －０．４３９∗∗∗ －

　　(四)中学生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讨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将各个变量中心化,即各变



量得分减去平均分,然后采用偏向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

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心理素质能够有效预测自我服务归因偏向(β＝０．０８３,p
＜０．００１)和抑郁(β＝－０．３１９,p＜０．００１),自我服务归因偏向也能够有效预测抑郁(β＝－０．７００,p＜
０．００１),且３个回归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含０(见表３).进一步分析发现,心理素质通过自

我服务归因偏向预测抑郁的间接效应值(ab＝－０．０５８)及其效果量(ab/c＝０．１８３,ab/c＝０．２２４,k２

＝０．１５８,R２
med＝０．１１１)的Boot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括０,因此间接效应显著(p＜０．０５)(见表４).

以上结果表明,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素质与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０．０５８,占总

效应的１８．３％.
表３　各变量间的回归系数(N＝１５７０)

β SE t LLCI ULCI

a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４ ２１．９２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１
b －０．７００ ０．０７６ －９．２５９∗∗∗ －０．８４８ －０．５５１
c －０．２６０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４２∗∗∗ －０．２８６ －０．２３５
c －０．３１９ ０．０１２ －２７．３０６∗∗∗ －０．３４２ －０．２９６

　　　　　　　　　　注:LLCI＝９５％置信区间下限,ULCI＝９５％置信区间下限.

表４　中介效果量检验(N＝１５７０)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ab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５
ab/c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７
ab/c ０．２２４ ０．０３４ ０．１４２ ０．３２９
k２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８ ０．１８６
R２

med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６

　　　　　　　　　注:k２＝ab/abmax表示中介效应量在可能达到的最大中介量中所占的比例;R２
med表示因变量抑郁

　　　　　的方差只能被自变量心理素质和中介变量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共同解释的部分;BootLLCI＝Boot９５％

　　　　　置信区间下限,BootULCI＝Boot９５％置信区间下限.

四、讨　论

本研究证实了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中国中学生群体中的存在.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文化的差

异,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存在[２７],自谦或者自我批评才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

人典型的归因风格[２８].本研究得出了与上述观点相悖的结论,初步探示了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跨

文化普适性,尤其是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这种归因偏向的程度相当高(d＝１．１３０).这一结果也与

Mezulis等人[１７]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青少年倾向于将成功或正性事件归因于自身的、持续的、整
体的因素,而将失败或负性事件归因于他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心理素质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心理素质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抑郁,

这与前人[３][１２]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也与以往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到的结果相一致[１３].表明

心理素质水平越高、越健全的中学生能够有效降低负性事件对自身的影响,体验到越少的抑郁情

绪.这支持了心理素质对心理健康的预测和保护作用,开展心理素质教育,提升中学生心理素质水

平至少对于降低中学生抑郁是有帮助的.中学生心理素质能够直接预测抑郁的原因可能是,抑郁

作为一种心理健康状态,它与心理素质的功能性即适应能力密切相关.适应能力(或适应性)是在

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心理状态或外显行为直接联系的心理品质.心理素

质水平高就意味着个体不但具备良好的认知和个性品质,能够准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形成

合理的信念;而且也具良好的适应能力,能操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对中学生而言,心理素质水平

越高,表明其拥有的心理品质越健全、发展也越完善,在应对各种生活事件时心理素质的内在调节



程度也越高,进而发挥其对心理健康的保护作用,如可减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发生.此外,心理素

质的测量和评定包含了抑郁等情绪方面的测量,而抑郁的测量也包含了心理素质的某些成分,如积

极情绪、消极情绪等,这种测量项目上的交叉或许也是心理素质与抑郁相关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研究验证了中学生心理素质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后,引入自我服务归因偏向,考察了心理

素质影响抑郁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同心理素质一样,自我服务归因偏向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

郁.这支持了抑郁的习得性无助理论[２９]和无望感理论[３０]的观点,即消极的归因方式能够预测个体

当前以及未来的抑郁状态,而积极的归因方式却有利于个体的适应和发展.该结果也与已有研究

的结果相一致[３１],证明了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预防个体情绪障碍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提示我们,心

理素质教育(如积极归因方式的训练)可以用来维护和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学生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也逐渐增多并累积起来,自我服务归因偏向这样一种乐观的归因风

格对中学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作为积极归因方式的一种,自我服务归因偏向水平高意

味着个体倾向于将失败或者负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他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因素,而将成功或

正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持续的、整体的因素,这样归因不仅使得个体比较容易摆脱失

败或负性事件引发的消极情绪的影响,而且还能从成功或正性事件中获得满足感,进而累积更多的

积极情绪,并最终帮助个体积极归因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生活事件,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自

我服务归因偏向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它能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构

建起积极的自我概念,这对于减少个体抑郁症状是非常有利的[３２].

本研究还发现心理素质可以通过自我服务归因偏向间接预测抑郁,自我服务归因偏向在心理

素质与抑郁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１８．３％.这提示我们,除了应对方

式[１３],心理素质是能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乃至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心理素质水平高

的个体能够用积极的观点和态度面对成功或失败,该发现为我们解读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关系提供

了新的视角.心理素质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是心理和行为的内容要素和功能价值的统一体,

它直接决定了个体如何认知、处理各种生活事件.人都有保护自己脆弱面的倾向.心理素质水平

高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对自身有利的方式对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从而较少体验到抑郁情绪;

而心理素质水平低的个体对生活事件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比如学业困扰、人际矛盾等的归因可能

更消极,感受到的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几率也大得多.因此,作为典型的积极归因方式,自我服务归

因偏向也就可能成了健全心理素质的中学生用以减轻负性事件的影响、抵御抑郁侵害的有效认知

归因方式.本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和心理健康教育中,有必要强调归因方

式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对学业、人际失败等负性事件时,可以通过引导中学生进行一定的自我服

务归因,从而减少抑郁等负性情绪,维护心理健康,促进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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