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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
 

感恩问卷和领悟社会支持问卷对1186名大学生进行测量,
 

探索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一年后大学生心理创伤后成长程度,
 

考察其感恩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并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

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
 

(1)
 

疫情后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
 

其中对生活欣赏的改变水平高于

其他5个维度的改变水平,
 

湖北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其他区域的大学生,
 

男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女

生,
 

学生干部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非学生干部;
 

(2)
 

感恩和社会支持可显著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
 

(3)
 

社会支持

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的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

长,
 

也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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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ratitude,
 

social
 

support
 

and
 

post-
traumatic

 

growth
 

among
 

1186
 

college
 

students
 

at
 

1
 

year
 

after
 

COVID-19
 

epidem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PTG
 

of
 

college
 

student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the
 

level
 

of
 

appreciating
 

life
 

changes
 

is
 

higher
 

than
 

all
 

dimensions,
 

students
 

in
 

Hubei
 

have
 

more
 

changed
 

than
 

others,
 

male
 

students
 

have
 

more
 

changed
 

than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cadres
 

was
 

higher
 

than
 

others
 

students.
 

2)
 

Both
 

gratitude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3)
 

Social
 

support
 

mediate
 

the
 

associa-
tions

 

between
 

gratitud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college
 

students
 

after
 

1
 

year
 

after
 

COVID-19
 

epidemic,
 

gratitude
 

not
 

only
 

had
 

a
 

direct
 

effect
 

on
 

post-Htraumatic
 

growth,
 

but
 

also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through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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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成为重大心理创伤事件,
 

因其生死攸关、
 

突如其来、
 

未知性等特

点,
 

不仅严重危及公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也对全国民众尤其是湖北民众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1].
 

根据积极

创伤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
 

创伤事件在给人们带来创伤应激障碍、
 

抑郁、
 

焦虑等消极心理反应的同时[2],
 

也会给个体心理带来积极的变化,
 

这种积极影响被Tedeschi和Calhoun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简称PTG)[3].
 

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经历过隔离的个体可由此学习如何克服逆境、
 

增强自我

力量、
 

实现自我超越[4].
 

因此,
 

如何帮助大学生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成长,
 

帮助其发掘正性心理体验,
 

提

高其抵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承受力和保持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主要考察发生疫情一年

后大学生心理成长程度以及感恩、
 

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心理成长的关系,
 

为疫情期开展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PTG是指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5],

 

主要包括自我觉知的

改变、
 

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等3个方面的内容[6].
 

研究发现,
 

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人群都

有可能出现PTG[7],
 

如新冠肺炎抗疫一线护士PTG处于中等水平[8],
 

原志芳等人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

PTG总分为(59.27±21.22),
 

接近中等 水 平 成 长[9].
 

另 有 学 者 发 现 地 震 幸 存 者 PTG 发 生 率 高 达

51.1%[10],
 

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PTG发生率高达62.76%[11].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灾难受害者人群,
 

较

少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PTG的影响.
 

少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如何在重大疫情治理

中引领大学生成长发展,
 

认为可利用重大疫情治理的伟大实践对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榜样教育、
 

实

践教育和责任教育,
 

能有效促进大学生成长[12].
 

大多数学生认同自己在疫情中历练了成长,
 

通过对生命、
 

生活和人生的新思考,
 

提升了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和体验能力,
 

应对逆境和危险的力量有效增强,
 

内心更加

充实丰盈[13],
 

但尚无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是否存在PTG,
 

其PTG特点等相关实证研究.
 

因此,
 

本研究

假设1:
 

在此次疫情中,
 

大学生获得创伤后成长.
目前对PTG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和环境因素上,

 

已有研究发现,
 

自我同情[14]、
 

感恩、
 

社会支

持[15]、
 

主动反刍、
 

性别[16]、
 

年龄[17]、
 

教育水平、
 

人格特点、
 

创伤事件本身严重程度[18]等是PTG的影响因

素.
 

近期研究还发现,
 

社会支持、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掌握程度[9]能促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PTG;
 

社会支持、
 

职称、
 

文化程度、
 

原工作科室、
 

防疫一线工作时间、
 

是否接受过系统灾害护理培训、
 

有无

类似救援经历、
 

有无亲友同事确诊感染、
 

护患关系满意度、
 

有无参与危重患者抢救经历能促进新冠肺炎抗

疫一线医务工作者PTG[8].
 

梳理已有研究,
 

发现这些结论主要聚焦在病患者、
 

地震经历者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中医护工作者等群体,
 

鲜有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促使大学生产生PTG的影响因素.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认为,

 

感恩可以拓展个体的行为和认知,
 

改善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模

式,
 

有利于个体建立支持性的社会系统,
 

并更多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19],
 

已有研究发现,
 

感恩不仅

对PTG具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
 

且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预测PTG[20].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涌现出众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
 

有84.6%的大学生表达“在疫情防控中有很多令我感动和感恩的事”.
 

党中央科学防治疫情举措、
 

医务工作者奋力抗战一线、
 

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抗疫阻击战、
 

全国开通各大心

理支持热线、
 

政府学校制定分批返校方案、
 

高校积极探索在线教学机制[21]、
 

社会和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高度关注等为大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尤其是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获得了全国高度支

持.
 

因此本研究假设2:
 

不同程度的疫情区大学生PTG程度不同,
 

感恩能正向预测PTG,
 

社会支持在感

恩与PTG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2021年1月,
 

以便利抽样方式选取重庆市和湖北省5所大学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发放网络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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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共收到问卷1
 

524份,
 

有效问卷1
 

186份,
 

有效率77.8%,
 

其中男生581人(49%),
 

女生605人

(51%),
 

平均年龄为(20.89±1.27)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

本研究使用汪际等修订的PTG量表[22],
 

该量表有21个项目,
 

分为与他人关系、
 

新的可能性、
 

个人力

量増强、
 

精神的改变和对生活的欣赏5个维度.
 

采用Likert
 

6级评分,
 

从0(没有变化)到5(变化很大).
 

量

表总分范围为0~105分,
 

其中:
 

小于60分为低水平成长,
 

60~79分为中等水平成长,
 

大于等于80分为高

水平成长[23].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信效度良好.

1.2.2 感恩问卷(Gmtitude
 

Questionnair-6,
 

GQ-6)

该量表由Mccullough等编制[24].
 

本研究使用魏昶等人修订的汉化版量表[25],
 

此量表共包含6个项目,
 

项目3和项目6为反向计分题,
 

采用7级评分,
 

从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
 

总分越高,
 

表明感恩程

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信效度良好.

1.2.3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本研究参照姜乾金修订的领域社会支持量表[26]编制而成,
 

考虑到研究对象为大学生,
 

将“领导、
 

同事”

改为“老师、
 

同学”,
 

保留“亲戚”.
 

该量表共包括12个项目,
 

采用7级评分,
 

从1(肯定不是)到7(肯定是).
 

总分12~36分为低支持状态,
 

总分37~60为中间支持状态,
 

总分61~84为高支持状态,
 

总分越高,
 

表明

个体的社会支持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信效度良好.

1.3 研究程序

采用问卷星设计问卷,
 

通过微信、
 

QQ平台将问卷链接发放至所选班级,
 

在指导语中说明调查目的、
 

内

容、
 

选择方式及注意事项等,
 

并设置答题有50%机会抽取红包的答题规则,
 

以提高问卷答题率,
 

且为了保

证问卷的完整性、
 

有效性,
 

将所有项目设为必答题,
 

同一账号、
 

同一设备、
 

同一IP地址仅能填写1次,
 

2天

内收集完数据.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全部经由问卷收集,
 

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
 

将研究

的所有项目纳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
 

检验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
 

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9.40%,
 

小于40%的临界值,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5 数据分析

将问卷星数据导入采用SPSS
 

21.0软件检验缺失值和异常值,
 

并进行描述统计、
 

独立样本t检验、
 

相

关分析、
 

中介效应检验等.

2 结  果

2.1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PTG现状

本研究中1
 

186名大学生各自的PTG总分为(64.67±21.39),
 

表明疫情中大学生PTG处于中等水

平,
 

其中与他人关系(21.50±7.65)分,
 

新的可能性(14.81±5.46)分,
 

个人力量增强(11.96±4.41)分,
 

精

神的改变(6.40±2.41)分,
 

对生活的欣赏(10±3.43)分.
 

将各维度的平均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其差异显著[F(4,
 

4740)=97.73,
 

p<0.001],
 

对生活的欣赏显著高于精神的改变、
 

精神的改变显著高于

与他人关系、
 

与他人关系显著高于个人力量增强、
 

个人力量增强显著高于新的可能性.
根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程度大小,

 

将被调查学生分为湖北组和非湖北组,
 

然后进行t检验.
 

结果显

示,
 

湖北组大学生在PTG总分及其5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湖北组,
 

男性大学生在PTG总分及其5
个维度的得分也均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

 

担任班干部的大学生在PTG总分和新的可能性维度得分显著高

于非班干部大学生,
 

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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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组别大学生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PTG总分 与他人关系 新的可能性 个人力量增强 精神的改变 对生活的欣赏

区域
湖北 397 68.96±21.0022.57±7.60 16.01±5.38 12.83±4.41 6.84±2.37 10.71±3.36

非湖北 789 62.51±21.2220.96±7.62 14.21±5.40 11.52±4.36 6.17±2.40 9.64±3.41
t值 4.95*** 3.44*** 5.42*** 4.85*** 4.58*** 5.10***

性别
男 581 66.83±22.8722.00±8.07 15.59±5.75 12.39±4.73 6.61±2.53 10.23±3.63
女 605 62.59±19.6621.03±7.20 14.06±5.05 11.54±4.05 6.19±2.28 9.78±3.21

t值 3.42*** 2.17* 4.87*** 3.33*** 3.07** 2.28*

班干部
学生干部 295 66.76±19.5722.20±6.87 15.37±5.17 12.30±4.17 6.59±2.29 10.30±3.18

非学生干部 891 63.98±21.9221.27±7.88 14.63±5.54 11.85±4.49 6.33±2.45 9.90±3.51
t值 2.05* 1.93 2.02* 1.53 1.63 1.84

  注:
 

*p<0.05,
 

**p<0.01,
 

***p<0.001,
 

以下同.
 

2.2 大学生的感恩、
 

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相关

对大学生的感恩、
 

社会支持与PTG
 

3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表2),
 

结果发现3个变量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在
 

0.36~0.52
 

之间.
表2 大学生感恩、

 

社会支持与PTG之间的相关

x±s 感恩 社会支持 PTG
感恩 34.99±5.64 1.00

社会支持 62.64±13.09 0.52** 1.00
PTG 64.67±21.39 0.36** 0.48** 1.00

2.3 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对PTG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采用温忠麟等人[27]提出的程序检验中介效

应,
 

估计间接效应值及相应的标准误差和t值,
 

通过三步分析分别求得总效应c、
 

间接效应ab和直接效

应c',
 

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见表3.
表3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PTG的中介效应检验(n=1

 

186)

第一步(系数c)

PTG(c)
第二步(系数ab)

社会支持(a) PTG(b)
第三步(系数c)

PTG(c')
自变量 感恩 0.36*** 0.52***

 

0.14***

中介变量 社会支持 0.48***

R2 0.13 0.27 0.23 0.25
F 170.37*** 434.28*** 362.33*** 196.20***

  由表3可见,
 

以上每一步回归系数都显著(p<0.001),
 

由此可知,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PTG的关系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百分比为0.52×0.48/0.36=69.3%.

3 讨  论

3.1 疫情中大学生PTG的现状

本研究是在疫情发生1年后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
 

结果发现大学生在此次疫情中获得了中等水平成

长,
 

验证了假设1.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疫情常态化和时间的推移,
 

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对疫情这一事件带

来的影响进行反思,
 

从而促进了PTG水平提高.
 

已有研究表明,
 

人们在直面死亡威胁之后,
 

变得更加珍惜

生命,
 

珍惜每一天的价值,
 

从而改变了自己对生命事务的优先顺序[28].
 

在PTG各维度上,
 

得分最高的是对

生活的欣赏,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15],
 

这可能是已有研究的创伤性事件是地震等灾害,
 

本研究创伤性

事件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创伤性事件性质和程度有区别,
 

此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全球,
 

不

仅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也打破了全球人们的生活方式,
 

昔日普通平淡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这种巨大的差异

使得大学生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
 

对普通的生活多了一些欣赏与珍惜.
本研究发现湖北省大学生PTG水平显著高于非湖北大学生,

 

表明受创伤事件严重程度是PTG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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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
 

可能是因为,
 

湖北是全国疫情最严重区域,
 

经举全国之力获得了抗疫胜利,
 

因此湖北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更为全面、
 

深入、
 

积极,
 

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
 

还更能直接感受到社会

的支持.
 

在疫情持续1年后,
 

他们的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其紧张情绪得到缓解,
 

心理也在经历长时间沉思

后,
 

能够领悟到更多的PTG.
 

本研究还发现男性的PTG水平显著高于女性,
 

这与已有研究女性PTG得分

显著高于男性的研究结论相反[29-31],
 

尚不清楚产生的原因,
 

可在日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学生干部的PTG
水平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

 

具体差异体现在新的可能性这个维度.
 

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水

平一般高于非学生干部[32],
 

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多采用乐观、
 

求助和解决问题等积极认知和行为方式来

应对,
 

更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适应调整,
 

因此更有可能抓住新的机会、
 

适应新的环境.
3.2 社会支持在感恩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感恩对PTG有正向预测作用,
 

即感恩水平越高,
 

其PTG水平也越高,
 

这与以往研究结

果相同,
 

验证了假设2.
 

如伍新春等人对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学生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发现,
 

感恩正向预测

PTG[15].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解释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学生PTG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中介效

应显著,
 

说明感恩通过社会支持对大学生PTG产生正面影响.
 

根据感恩的道德情绪假说[33],
 

感恩的道德

动机功能和道德强化功能有助于个体建立互惠的人际关系,
 

增加施恩者对受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从而提

升社会支持力度[34].
拓展认知加工模型认为[35],

 

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提升安全感和归属感,
 

增加自我效能感,
 

从而实

现PTG.
 

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疫情中感恩水平高的大学生更珍惜失而复得的平静生活,
 

对党和政府、
 

医务工作

者、
 

抗疫普通民众、
 

以及在疫情期间给予个体支持的所有群体和个人充满感恩,
 

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之

情、
 

亲社会行为,
 

如奋发学习、
 

增长才干、
 

报效祖国、
 

善待社会、
 

与他人友善相处等,
 

这些都有助于其建立支

持性社会关系,
 

从而增加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亲密与陪伴,
 

促进其融入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肯定与支持和

安全感与归属感,
 

从而提升大学生自我价值感,
 

积极思考未来发展,
 

增加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总之,

 

本研究探究了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PTG程度,
 

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在感恩对PTG的中

介作用,
 

结果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学生获得中等水平的创伤后成长,
 

感恩不仅可以直接对PTG
发生正向预测作用,

 

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PTG产生正向的影响,
 

对疫情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

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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