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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前后测问卷的研究方法，随机抽取参与日慈公益基金会自主研
发的《初中生心智素养包》课程的1601名学生进行课程效果评估。结果显示，在
参与《初中生心智素养包》课程之后，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进一
步的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留守情况的学生均能从该课程包中获益，学生的目标
专注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积极认知能力、家庭支持力和人际协助能力都得到一
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家庭支持力提升显著。这说明，在课
程实施后，学生较之以前能够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调节自身情绪，获得来自家庭中
父母的支持，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得到更多来自家庭和同伴的支持。通过分析后
测问卷的质性数据发现，该课程帮助学生增强自信，促使学生勇于表达自己内心
的想法，正确认识自身情绪并学会合理调节自身情绪，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增
进与同伴之间的友谊，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帮助学生缓解学业压力，营造轻
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达到8.40分（满分10分），
表明他们对《初中生心智素养包》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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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生正处于学习和发展的关键期，该时期被称为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

飞跃期（郭念锋，2012）。初中生生理上快速发展，心理上也出现巨大变化，自
身与环境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经常出现不平衡状态，从而导致初中生出现各种
不适应的状况。已有研究发现，初中生在学校面临着许多问题，焦虑、抑郁等情
绪问题较为突出（张莲，2013；Mancevska，Bozinovska，Tecce，Pluncevik-Gligoroska，
＆Sivevska-Smilevska，2008）；攻击、违纪行为较为常见，校园欺负现象的检出
率高达33.99%（陈健芷，刘昭阳，刘勇，2013）；初中生网络成瘾率为9.74%（徐
晓伟，2010）。研究发现，中学生学校适应不良的检出率达到16.6%（汪清华，2007）。

然而，在很多初中生出现各种适应问题的同时，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初中生
学校适应状况良好（张效芳，杜秀芳，2014）。在同样的压力环境下，有的个体
适应良好，而有的个体却发展受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近几十
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心理弹性。目前，心理
弹性的概念界定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分别为特质观、结果观和过程观。特质观强
调心理弹性是帮助个体从压力或逆境中成功恢复的能力（Connor，Davidson，2003）；
结果观强调心理弹性是个体在压力或逆境后，仍能产生适应较好或发展顺利等积
极结果的一种现象（Masten，2001）；过程观强调心理弹性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
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需要个体特质（气质、人格）和社会因素等的相
互作用（Ungar，2013）。尽管这三种观点的描述角度不同，但它们蕴含着一个共
同点，即个体处于压力或逆境下仍能发展和适应良好（宋广文，骆风，周方芳，
2014）。Pietrzak 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更丰富的心理资源，自
尊水平和生活满意感更高（Pietrzak,Johnson,Goldstein,2009）。

日慈公益基金会自主研发的《初中生心智素养包》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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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合理调控自身情绪，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并且应用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建立积极自信的心态，提升自我价值感。重要的是，每
节课的教学过程都融入了游戏、绘本故事、互动分享、角色扮演等多种学生们喜
爱的学习方式，让他们玩中学，学中玩。基于此，本研究随机选取部分参与《初
中生心智素养包》课程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该课程是否能够显著地提高学
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和自尊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收回前后测问卷各 1601 份，其中有效问卷 159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3%，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下表 1。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人口统计学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791
795

49.7%
50.0%

年级 七年级 1590 100%

留守情况
留守
非留守

333
1033

20.9%
65.0%

总计 1590 10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问卷法，其中前测问卷由姓名、性别、年级、留守情况等

基本信息调查和心理学专业量表构成；后测问卷由课程满意度调查和与前测相同
的量表构成。问卷中的 1-27 题为胡月琴、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
韧性量表》，该量表分为个人力维度和支持力维度，个人力维度由目标专注因子、
情绪控制因子和积极认知因子构成，支持力维度由家庭支持因子和人际协助因子
构成，用于测量学生的心理弹性；28-36 题改编自 Rosenberg《自尊量表》。量表
采用 5点计分，依“很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很符合”
分别记 1、2、3、4、5分。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分数越高，表明其自
尊水平和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次施测中，《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前测 Cronbach
a = 0.89，后测 Cronbach a = 0.89，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自尊量
表》前测 Cronbach a = 0.85，后测 Cronbach a = 0.85，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较好.

除量表之外，前测问卷中有一道题目，请学生回答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烦
恼和困难；后测问卷中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该课程的满意度给课程
打分（满分 10 分），同时回答一道陈述性问题，阐明该课程对自己的帮助。
2.3 研究过程

在开课之前，由受过培训的教师统一发放问卷，实施前测。待结课一周之内，
实施后测。问卷统一回收后，日慈志愿者将数据录入电子文档，之后日慈评估人
员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课程满意度分析结果

通过对后测问卷中课程满意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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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满意度达到8.40分（满分10分），说明学生对该课程比较满意。
3.2 心理韧性总体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心理韧性量表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
卷中的得分高于前测问卷，且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F=8.75，p<0.01）。
这说明，在参加《初中生心智素养包》之后，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学生的心理状况明显变好。

表2. 心理韧性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

测）
前测
后测

92.01
93.01

16.17
16.42

0.99**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1. 心理韧性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3.2.1 按性别分析结果
以性别为解释变量，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前后测与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7.82, p<0.01）。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
显示，男生和女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均高于前测问卷，其中女生前后测问卷的
得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男生, F=0.02, p>0.05; 女生, F=16.83,
p<0.001）。这说明在课程实施后，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男生的心
理韧性水平变化不明显，这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男生的心理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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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别学生心理韧性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性别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

测）
人数

男

女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92.30
92.36
91.76
93.71

15.65
15.50
16.70
17.31

0.06

1.94***

791

795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2. 不同性别学生心理韧性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3.2.2 按留守情况分析结果
以留守情况为解释变量，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前后测与留守情况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15, p>0.05）。进一步的简
单效应分析显示，不同留守情况学生的后测得分均高于前测得分，其中非留守学
生前后测问卷的得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留守, F=4.38, p<0.05;
非留守, F=8.04, p<0.01）。这说明在课程实施后，不同留守情况的学生的心理韧
性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

表4. 不同留守情况学生心理韧性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留守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

测）
人数

留守

非留守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91.21
92.70
92.33
93.50

16.10
17.04
16.38
16.26

1.50*

1.18**

333

103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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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留守情况学生心理韧性水平得分情况

3.2.4 不同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不同因子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卷中

的得分均高于前测问卷，其中个人力纬度和支持力纬度以及个人力纬度下的情绪
控制因子和支持力纬度下的家庭支持因子前后测得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
显著性差异（情绪控制因子, F=7.77, p<0.01; 家庭支持因子, F=7.39, p<0.01；个人
力纬度，F=5.81,p<0.05；支持力纬度，F=6.37，p<0.05）。这说明，在参加《自我
探索包》之后，学生的目标专注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积极认知能力、家庭支持
力和人际协助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家庭支持
力提升更为显著。这说明，在课程实施后，学生较之以前能够以更加合理的方式
调节自身情绪，获得更多来自家庭中父母的支持，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得到更多
来自家庭和同伴的支持。

表 5. 不同因子得分情况
因子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17.47
17.60
19.59
19.89
14.75
14.81
19.92
20.25
20.28
20.45

3.74
3.76
4.91
4.83
3.04
3.10
4.84
5.12
5.57
5.22

0.13

0.30**

0.06

0.3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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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力纬度

支持力纬度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51.82
52.31
40.20
40.70

9.25
9.34
8.91
8.78

0.49*

0.5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3.3 自尊水平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自尊量表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卷中
的得分高于前测问卷，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F=2.08，p>0.05）。
这说明，在参加《初中生心智素养包》之后，学生的自尊水平虽然没有明显变化，
但整体上有上升趋势。

表6. 自尊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

测）
前测
后测

32.25
32.48

6.91
6.93

0.2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4. 自尊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3.4 质性数据分析结果
3.4.1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和困难

学生在前测问卷中阐述了自己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和困难。通过对学
生的表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发现，学生的烦恼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业压力较大，学习上遇到困难却没有解决方法（“作业有困难，我也不懂，
但我也不敢向别人求助，在考试中我非常紧张，有些题也不会做”“课程多，内
容复杂，学的乱，背的书要很久才能背出，压力变大了，比小学更紧张”“学习
效率低”“作业太多，压力太大”）；
（2）注意力较难集中（“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不好”“学习的时候总是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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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
（3）和父母之间缺乏沟通（“父母经常干涉一些我的事情”“爸妈不信任我”“家
里没有人懂我”“爸妈不支持我”“不知道怎么和父母交流”“父母总强迫我做不
喜欢的事”）；
（4）无法和同伴友好相处，校园欺凌问题存在（“被人欺负，经常被叫外号”“好
朋友都不搭理我了”“同学关系不好”“同学们都嘲笑我”“和朋友吵架不知道该
怎么办”）；
（5）无法合理调节自身情绪（“总是很伤心”“遇到很烦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发
泄自己的情绪”“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情绪控制不好”）。
3.4.2 课程收获分析结果

学生在后测问卷中阐述了对《初中生心智素养包》课程的感想以及它对自己
的帮助。通过对学生的表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发现，课程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学
生有很大的帮助：
（1）正确认识自身情绪，并学会合理调节自身情绪（“我能控制一些以前不能控
制的情绪了”“让我的情绪有所改变，别人骂我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他说”“面对
困难时，我能积极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
（2）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增进友谊（“让我更加活泼，可以交到新朋友”“和
同学发生矛盾时冷静解决”“帮助我解决和同伴之间的矛盾”“同学关系融洽”）
（3）改变和父母的沟通方式（“主动和父母交谈，能好好面对自己的内心”“和
妈妈的关系好了很多”）；
（4）增强自信，促使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使我更自信”“更乐观，更有
兴趣去学”“让我可以把对什么不满都说出来”“使我变得活泼开朗，上课敢发言
了”“心理不自卑，敢于和别人交流”）；
（5）缓解压力（“帮我放松，将烦恼忘掉”“放松心情”“缓解了我的压力，可以
放松心情”）。

4. 结论
总体来看，《初中生心智素养包》课程开展后，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得到显

著提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留守情况的学生均能从该课程包中获益，
学生的目标专注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积极认知能力、家庭支持力和人际协助能
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家庭支持力提升显著。这
说明，在课程实施后，学生较之以前能够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调节自身情绪，获得
更多来自家庭中父母的支持，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得到更多来自家庭和同伴的支
持。通过分析后测问卷的质性数据发现，该课程帮助学生增强自信，促使学生勇
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正确认识自身情绪并学会合理调节自身情绪，掌握人际
交往的技巧，增进与同伴之间的友谊，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帮助学生缓解学
业压力，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达到8.40
分（满分10分），表明他们对《初中生心智素养包》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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