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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视域下大学新生入学适应性提升策略研究

王一涵　张建武　陈欢欢　李 立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河北沧州　061001

摘　要：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或逆境时能够有效适应并恢复的能力。大学校园环境相较于先前教育阶段有

着很强的差异性，这一变化对于大学新生这一群体而言在适应上有着一定的挑战。本研究采用《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简版（CD-RISC-10）和《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对 448 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通过相关

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发现：（1）心理韧性与入学适应性呈显著正相关（r=0.44，p<0.001）；（2）专业认同在心理

韧性与入学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12.2%）。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认知重构训练、社会支持系统构建、

强化专业认同等维度提出入学适应提升策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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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入学适应是学生从中学过渡到大学的关键阶段，

直接影响其学业表现、心理健康和长期发展。良好的适应能

力能帮助学生快速融入新环境，建立社交网络，平衡学习与

生活压力，从而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适应良

好的学生更容易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业成绩，并为

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此外，适应过程还培养了学生的

独立性、问题解决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这些都是成年期必

备的核心素养。因此，关注和提升大学生的入学适应能力，

不仅有助于其个人成长，也能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为社会

培养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人才。

随着世界范围内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心理韧性受

到了大众的关注。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或逆

境时能够有效适应并恢复的能力，对大学生的入学适应具有

重要影响 [3]。大学阶段是学生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

键时期，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的重构、独立生活的挑

战等多重适应任务。心理韧性较高的学生通常能更快调整

心态，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从而减少焦虑和抑郁情绪，

提升适应效率。此外，高心理韧性的学生更倾向于采用积

极应对策略，如寻求帮助、制定计划，而非逃避或消极应对，

这进一步促进了其适应性。因此，心理韧性是入学适应的

重要保护性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构建一

个中介模型，探讨心理韧性对入学适应的影响，以及专业认

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河北省沧州市河北水利电力学院随机抽取 448 名大一

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448 份，剔除被试作答一致

的同质性问卷 81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441 份，有效回收

率为 98.4%。其中男生 220 名，女生 221 名；来自城镇 127 名，

来自农村 314 名。

1.2 研究方法

1.2.1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教授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测

量大学生的入学适应能力，该量表共计 20 个题目，奇偶题

目分别正负向几分，奇数题：“是”计 -2 分，“无法肯定”

计 0 分，“不是”计 2 分；偶数题反之。总分越高，说明个

体社会适应能力越强，本研究量表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13。

1.2.2 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简版（CD-RISC-10）

依据陈维等对心理韧性量表 CD-RISC-10 的简化研究，

形成本研究量表，本量表共 10 各项目，采用 Likert-5 点计分，

即“从不这样”计 0 分，“很少这样”计 1 分，“有时这样”

计 2 分，“经常这样”计 3 分以及“总是这样”计 4 分。量

表的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心理韧性越强。本研究量表克隆

巴赫 α 系数为 0.826。

1.2.3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采用秦攀博编制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共包括四

个维度，分别为认知性专业认同、情感性专业认同、行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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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以及适切性专业认同，共计 23 题，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计 0 分，“比较不符合”计 1 分，

“不确定”计 2 分，“比较符合”计 3 分以及“完全符合”

计 4 分。量表总分越高代表专业认同度越高，本研究量表克

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98。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7.0 进行数据分析，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

模型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分析中介效

应显著性。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研究采用问卷所有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

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共 10 个，第 1 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24.77%，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2.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心理韧性、专业认同与社会适应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相关分析。心理韧性、专业认同总体平均得分分别为 2.54、

2.26，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入学适应总体平均得分为 0,。

06，处于中等水平。相关分析发现，心理韧性、专业认同与

入学适应两两之间均成显著正相关。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心理韧性、专业认同、社会

适应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如表 1 所示。男生的心理韧

性显著高于女生；男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女生，专业

认同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心理韧性、专业认同、社会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 人数 心理韧性 专业认同 社会适应

男生 220 2.66±0.67 2.64±0.63 0.17±0.60

女生 221 2.45±0.63 2.63±0.52 -0.05±0.69

t 值 3.35** 0.14 3.64***

注：**，p ＜ 0.01，***，p ＜ 0.001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心理韧性、专业认同、社会

适应水平在城乡来源上的差异，结果如表 2 所示。专业认同

在城乡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生源专业认同度显著高于

农村生源；城镇生源的入学适应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心理韧

性在城乡来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心理韧性、专业认同、社会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 人数 心理韧性 专业认同 入学适应
农村 314 2.52±0.61 2.60±0.55 0.01±0.62
城镇 127 2.63±0.76 2.72±0.62 0.17±0.72
t 值 -1.69 -1.99* -2.19*

注：*，p ＜ 0.05

2.3 专业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心理韧性作为自变量，社会适应作为因变量，专业

认同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

性别、城乡来源之后，心理韧性对大学生入学适应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β=0.43，p<0.001）。心理韧性对专业认同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9，p<0.001）。专业认同对大

学生入学适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4，p<0.01）。

专业认同中介效应值为 0.06，95% 置信区间为 [0.01,0.09]，

心理韧性直接效应为 0.43，95% 置信区间为 [0.34,0.52]。所

以专业认同在心理韧性与入学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2.2%，具体情况见表 2。中介效应模

型如图 1。

表 3  Bootstar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效应 Boot 标准误差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总效应 0.49 0.04 0.41 0.57

直接效应 0.43 0.05 0.34 0.52
间接效应 0.06 0.02 0.01 0.09

图 1  中介模型图

注：**，p<0.01，***p<0.001

3 讨论

3.1 提升心理韧性以提高大学新生入学适应能力

3.1.1 认知行为训练提升心理韧性

认知行为训练是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基础性干预措

施，其核心在于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应对策

略。可以参考以下措施：首先，开设系统的压力管理课程，

教授学生认知重构技术，如 ABC 情绪疗法，帮助其识别和

改变对压力事件的非理性认知；其次，开展抗逆力专题工作

坊，通过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安全环境中

体验挫折并练习应对技巧；再次，引入正念冥想训练，培养

学生的情绪觉察和调节能力。除此之外，帮助新生合理规划

学习与生活，减少因拖延或混乱导致的压力。实施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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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训练的持续性和个体差异性，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并配

合线上巩固练习。

3.1.2 支持系统构建强化心理韧性

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属性，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培育

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在学校层面，应建立 " 心理咨询中心 -

辅导员 - 朋辈导师 " 三级支持体系，提供全天候的心理咨询

服务；在同伴层面，可实施 "1+1" 互助计划，为每位新生匹

配适应良好的高年级学生作为成长伙伴；在家庭层面，通过

家长学校、定期沟通等方式，引导家长提供恰当的情感支持。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一方面能提供情感慰藉，降低孤独感

和焦虑水平；另一方面能提供问题解决的资源和建议。构建

支持系统时需特别注意保护学生隐私，并针对农村生源等特

殊群体设计差异化支持方案。

3.2 强化专业认同以提高大学新生入学适应能力

3.2.1 开展全程职业规划教育

从新生入学起，开展全程职业规划教育。如构建阶梯

式实践体系对学生进行行为强化，大一专业认识实习，大二

项目制学习，大三行业导师制，大四顶岗实习。建立学生专

业成长档案袋，绘制专业能力发展图谱，同时，为学生提供

一对一职业咨询，结合学生兴趣和能力，制定个性化职业规

划，使其明白专业学习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强化专业

认同。

4 研究局限

本研究提出了中介模型并揭示了心理韧性影响入学适

应的双路径机制——既直接促进适应，又通过专业认同间接

发挥作用。但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作为

横断研究，不能揭示心理韧性与入学适应的因果关系，未来

刻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澄清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

究被试仅来自沧州市内一所高校，研究结果可推广性有所限

制，未来可扩大取样范围。最后，心理韧性与入学适应之间

可能受其他中介变量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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