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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执行功能在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和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对433名初中生进行测量,
 

结果表明:
 

①
 

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

事件与执行功能、
 

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
 

执行功能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
 

②
 

执行功能在初中生感知到的应

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韧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应激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要通过执行功能的间接

作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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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又被称为“狂风骤雨期”[1],
 

这一时期,
 

是大脑可塑性发展和对应激事件易感性发展的关键

期[2].
 

青少年将会经历学业、
 

认知、
 

社交以及生理上的诸多变化,
 

而经历了较多生活压力事件的青少年可

能会出现较多的适应不良,
 

如自杀、
 

逃学或辍学,
 

以及更多的行为问题等.
 

由于青少年对消极生活事件的

易感性和保护性因素所提供的功能强弱存在着个体差异,
 

因此,
 

并非所有青少年在经历了生活压力事件后

都会产生消极结果,
 

那么,
 

到底是什么因素会促使青少年的良好发展?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研究人的积极心理品质.
 

心理韧性作为积极心理

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受到了广泛关注.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经历过或正经历严重压力/逆境时,
 

危险因子、
 

资源因子及心理社会功能诸因子间复杂、
 

动态相互作用在时间进程中显露出来的积极发展/
适应表征[3]

 

,
 

是由贯穿人完整一生的不同心理和社会变量影响环境中的负面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

种过程[4].
 

在心理韧性的发展过程中,
 

众多学者认为可将心理韧性的影响变量分为个体本身的因素、
 

家

庭因素以及家庭以外的因素3个方面[5].
 

其中,
 

执行功能作为重要的个体变量近年来受到了许多研究者

的重视[6].
 

所谓执行功能,
 

是指个体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有意识控制,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
 

包

括抑制控制、
 

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3个主要成分[7].
 

执行功能是儿童心理韧性发展的最重要的、
 

基本

性的发展任务[8].
 

执行功能水平高的个体在处理遭遇到的问题时有较好的组织性,
 

有一套自己解决问题

的策略,
 

更擅长将注意集中在最紧要的事情上,
 

能够变通并理性地思考各种选择的可能性,
 

并形成合理

的问题解决方案[9].
以往研究表明,

 

瑜伽和正念练习可以提升个体面对压力时的心理韧性[10-11],
 

而正念训练对提升心理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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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达到的积极效果被认为与执行功能有关[12].
 

除了通过干预实验的证据证明执行功能对心理韧性的重

要作用外,
 

有研究者[13]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证明了执行功能中的认知灵活性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影响,
 

此

外,
 

纵向研究的结论还证明拥有更强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在30岁后拥有比其他成人更好的身体和心理健

康,
 

成为更加幸福的成年人[14].
 

而有关心理韧性脑机制的研究发现,
 

个体在知觉到压力时,
 

其心理韧性与

前额叶皮层紧密相关,
 

如一项fMRI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面对威胁时,
 

高心理韧性个体的前额叶皮层的血

氧浓度较大,
 

且时程长[15],
 

而前额叶皮层正是执行功能的神经生理基础[16].
 

因此,
 

有必要考察在应激性生

活事件发生时执行功能对心理韧性的影响,
 

以期为心理韧性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干预视角,
 

进而提

高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
 

本研究拟以初中生为样本群体,
 

进一步探讨执行功能在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

活事件对心理韧性影响方面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 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在重庆市的2所普通初中学校,
 

抽取初一、
 

初二年级任意3个班级的所有学生,
 

统一在课堂时间施测,
 

班主任在得到主试培训后进行指导语的讲解,
 

测试共发放问卷480份,
 

施测时间约

为30
 

min.
 

对所有回收问卷进行整理,
 

剔除缺失值超过10%及规律作答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433份,
 

其

中,
 

男性225人,
 

女性208人.
 

初一171人(39.5%),
 

初二262人(60.5%).
1.2 工 具

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评定青少年生活事件的发生与否及影响程度,
 

要求

被试回答过去6个月中,
 

本人及其家庭是否发生过问卷中所呈现的事件,
 

未发生,
 

评分为0;
 

如果发生过,
 

则根据事件对其影响程度评定,
 

1=无影响,
 

2=轻度,
 

3=中度,
 

4=重度,
 

5=极重度,
 

得分越高,
 

反映负性

生活事件对其影响程度越高.
 

该量表包括受惩罚、
 

丧失、
 

人际压力、
 

学习压力和适应问题5个因子,
 

具有良

好的效度和信度[17],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2)

 

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
 

该量表共21个条目[18],
 

包含抑制控制、
 

认知灵活性、
 

工作记忆等3个维度,
 

如“我很冲动”(抑制控制)、
 

“计划改变时,
 

我感到心烦意乱”(注意灵活性)、
 

“我常在事情进行一半时忘记干

什么”(工作记忆).
 

采用自陈量表,
 

3点计分,
 

1-3分分别代表没有、
 

有时、
 

经常,
 

总分越高,
 

受测者的执行

功能越不理想.
 

本研究中,
 

采用反向计分的方式计算总分,
 

总分越高,
 

受测者的执行功能越好.
 

该问卷的克

隆巴赫α系数为0.850.
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共27个项目,
 

包含个人力和支持力2个维度[19].
 

个人力包括目标专

注、
 

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3个因子;
 

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2个因子.
 

该量表与 Wagnild和

Young(1993)[20]开发的用于未成年人的15个题的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s,
 

RS)显著相关(r=
0.53),

 

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大于0.7,
 

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题目鉴别度均大于0.30,
 

区分度较

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是0.825.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1.0和 Mplus
 

7.0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放入涉及到的所有变量,
 

未旋转的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
 

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仅为17.65%,
 

而且同时析出较多因子.
 

由此可以推断共同方法偏

差在本研究中未造成严重影响.
2.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数据偏度系数在-0.216~0.930之间,
 

峰度系数在-0.182~0.600之间,
 

说明数据基本符

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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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初中生所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执行

功能、
 

心理韧性呈显著的负相关;
 

执行功能与心理韧性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1 应激性生活事件、

 

执行功能和心理韧性的相关分析(N=433)

M SD 应激性生活事件 执行功能 心理韧性

应激性生活事件 2.16 0.76 -

执行功能 2.31 0.33 -0.47** -

心理韧性 3.29 0.56 -0.30** 0.34** -

  注:
 

*
 

p<0.05;
 

**
 

p<0.01;
 

***
 

p<0.001.

2.3 结构模型的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为了更加深入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初中生

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韧性的关系进行检验.
 

将应激性生活事件作为自变量,
 

采用其5个维度(受
惩罚因子、

 

丧失因子、
 

人际压力因子、
 

学习压力因子和适应因子)作为指标,
 

将心理韧性作为因变量,
 

采用

其2个维度(个人力和支持力)作为指标,
 

以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其3个维度(注意灵活性、
 

工作记

忆和抑制控制)作为指标,
 

进行路径分析,
 

得到如下模型(图1).
 

模型评估结果显示,
 

CFI=0.997,
 

TLI=
0.994,

 

RMSEA=0.021,
 

SRMR=0.019,
 

说明模型拟合良好[21].
采用Bootstrap程序进一步检验执行功能对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韧性之间关系作用

的显著性.
 

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433)中抽取1
 

000个Bootstrap样本,
 

然后根据

这些样本拟合模型,
 

生成并保存1
 

000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
 

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
 

同时计算出中介效

应的平均路径值,
 

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
 

再计算出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值,
 

并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小

排序,
 

用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
 

本模型中,
 

直接效应为应激性

生活事件到心理韧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β=-0.10(p>0.05),
 

置信区间为[-0.255,
 

0.065];
 

中介效应是

应激性生活事件通过执行功能影响心理韧性的效应大小,
 

为-0.271,
 

置信区间是[-0.402,
 

-0.140],
 

置

信区间没有包括0,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验证了执行功能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计算效果量的方法[22],
 

本研究的中介效果量为73.07%.
进一步考虑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除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对心理韧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之外,
 

其他

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图1).
 

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执行功能影响的路径系数是-0.59(p<0.000),
 

置信区间

是[-0.674,
 

-0.511];
 

执行功能对心理韧性影响的路径系数是0.46(p<0.000),
 

置信区间是[0.259,
 

0.655].
 

由此表明,
 

初中生的执行功能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对心理韧性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
 

p<0.01;
 

***
 

p<0.001.

图1 应激性生活事件、
 

执行功能与心理韧性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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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
 

执行功能和心理韧性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表明,
 

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执行功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

一致[23].
 

过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耗费过多的注意资源,
 

并很难脱离转向另外的事件,
 

同时也可能导致难以

抑制而使用消极应对策略,
 

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面对处境,
 

逃避社会支持,
 

逃避关注积极情绪和事件的可

能性.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认为[24],
 

经历过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并不必然导致执行功能的减弱,
 

采取更加积

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拥有乐观、
 

开放或外向的人格特质,
 

或得到较多社会支持的个体,
 

会减少应激性生活

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
 

减少对执行功能的伤害[25].
本研究表明,

 

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心理韧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感知到更多的应激性生活事

件会降低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26].
 

有研究者[27]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分析应激

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
 

海马被认为是陈述性记忆的关键脑区,
 

是减弱有关应激事件记忆的重要脑区,
 

被

认为与心理韧性有关;
 

另外,
 

经历应激事件后,
 

前额叶皮质和前扣带回有更小的体积和更低的灰质密

度[28],
 

而恢复心理韧性通常需要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的管理功能[29].
 

这就解释了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心

理韧性呈负相关的原因.
本研究中执行功能与心理韧性呈显著的正相关,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30].
 

执行功能水平较高的个

体,
 

善于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寻求帮助,
 

对自身的行为有较强的抑制和控制能力,
 

从而形成主动开放的应对

方式和适应能力,
 

促进其心理韧性的形成.
 

对于高风险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
 

居无定所儿童或经历家庭暴

力的儿童等)来说,
 

较高水平的执行功能可以帮助他们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
 

拥有较

少的问题行为,
 

增强其心理韧性的形成[31].
3.2 执行功能在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心理韧性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
 

执行功能是初中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韧性间的完全中介变量,
 

即初中生感知到的应

激性生活事件会通过执行功能间接影响心理韧性,
 

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增多会导致执行功能

水平的下降,
 

进而影响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发展水平.
本研究结果为研究应激性生活事件对心理韧性形成的影响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初中生

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通过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韧性,
 

这一结果肯定了执行功能在应激性

生活事件对心理韧性影响的内部机制中的重要作用[32].
 

感知到较多应激事件的个体调动自身的认知资

源应对威胁,
 

从而影响心理韧性的发生发展.
 

应激性生活事件虽然对执行功能产生了负向影响,
 

但执行

功能的发展是从出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33],
 

根据心理韧性的过程理论,
 

心理韧性这一品质是在不

断的破环、
 

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34].
 

因此,
 

有必要在将来的研究中使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来探讨执行功能

对心理韧性的长时效应.
3.3 局限与展望

首先,
 

本研究针对执行功能的考察是通过问卷测量完成的,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在未来的研究中

问卷法与实验法测量的优劣比较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执行功能,
 

进一步深入分析执行功能对心理韧性

的影响;
 

其次,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
 

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无法了解执行功能和心理韧性间

的持续影响过程;
 

最后,
 

本研究取样仅仅局限于川渝地区,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大取样范围,
 

增强

模型可信力.

4 结 论

1)
 

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执行功能、
 

心理韧性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执行功能与心理

韧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2)

 

执行功能在初中生感知到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对心理韧性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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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silie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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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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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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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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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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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s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ful
 

life
 

ev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
 

total
 

of
 

43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measured
 

with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the
 

Adolescent
 

Executive
 

Function
 

Scale
 

and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erceived
 

stressful
 

life
 

events
 

of
 

these
 

students
 

were
 

in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resilience,
 

while
 

executive
 

func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lience;
 

and
 

that
 

executive
 

functions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re-
silience

 

among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had
 

an
 

indirect
 

impact
 

on
 

resilience
 

through
 

executive
 

functions.
Key

 

words:
 

stres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ecutive
 

function;
 

junior
 

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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