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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人格特质在大学生心理弹性 与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之 间 的 中 介 作 用。方 法：采 用 大 学 生 学 业 延 迟

满足问卷（ＡＤＯＧＳ），大学生心理弹性问卷，大五人格 量 表（ＢＦＩ）对４５０名 大 学 生 进 行 了 调 查，结 果：大 学 生 心 理 弹

性、学业延迟满足和人格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责 任 心 和 开 放 性 人 格 特 质 在 大 学 生 心 理 弹 性 与 课 堂 学 业 延

迟满足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责任心在大学生心 理 弹 性 与 课 下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之 间 起 完 全 中 介 作 用。结 论：大 学

生心理弹性能够正向预测学业延迟满足，其中责任心和开放性人格特质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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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延迟满足（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是指“学生为了追求更有价值的长远的学习目标而

推迟即时满足冲动 的 机 会 的 倾 向”［１］。学 业 延 迟 满

足是学生自我调节和控制自身资源和策略的一种能

力，是在成功的使用自身相关资源控制策略后产生

的一种行为结果，是学生自我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２］。Ｆｕｎｄｅｒ和Ｂｌｏｃｋ等人认为，延迟满足是自

我控制和自我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个体的自

我控制作为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又会直接影响个体冲

动行为和延迟满足的选择［３］。陈露露，蒋钦等 人 研

究发现，人格Ｐ（神经质）、Ｎ（精神质）因子与学业延

迟满足的各因子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精神质程度

越高学生学业延迟满足能力也越高［４］。

　　心理弹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一词源于美 国 学 者 提 出，
但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香港研究者将其译

为“抗逆力”，岳晓东主张译为“压弹”；台湾研究者将

其译为“复原力”，内地徐慊、郑日昌将其译为“复原

力”也有 学 者 译 为“心 理 韧 性”、“心 理 弹 性”等［５－８］。
本文采用“心理弹性”的译法。Ｍｉｌｅｒ将心理弹性定

义为“在面临压力事件时恢复和保持适应性行为的

一种能 力”［９］；Ｒｕｔｔｅｒ将 心 理 弹 性 描 述 为 个 体 在 处

于高危环境时主动应对危险情景的过程，是一种积

极的、发 展 性 的 适 应 结 果［１０］；Ｍａｓｔｅｎ认 为，心 理 弹

性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让个体从困境和挫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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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过来，包括认知观念和人格特质［１１］。实证研究

表明，心理弹性与性别，智力，高自尊，自我价值与自

信（Ｈｅｎ－ｄｅｒａｏｎ，Ｍｉｌ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６），面对现实、成就动

机、目标、意志力、独立自主、责任感，积极情绪［１２］以

及人格［１３］等 因 素 显 著 相 关。Ｆｒｉｂｏｒｇ［１４］等 研 究 表

明，心理弹性与情绪稳定性和外向性有显著的正相

关。王凤、叶冰冰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学业倦怠

有显著性负相关［１５］。赖彩华研究发现，心理韧性与

学业延迟满足呈显著的正相关，学生心理韧性越好

就越容易倾向于更长远的目标而延迟即时满足［１６］。

　　综 上 所 述，人 格 特 质 作 为 较 稳 定 的 心 理 结

构［１７］，分别与学业延迟满足和心理弹性存在差异显

著的正相关，心理弹性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有显著

的正相关，那么心理弹性、学业延迟满足与人格之间

又存在怎样的一种路径关系呢？心理弹性如何影响

学业延迟满足呢？为探索这些疑问的答案，拟对大

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假设：人格特质在心理弹

性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心理弹性通过

人格特质来影响学业延迟满足。以期为相关教育部

门提供大学生学习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的

实证研究的支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整群抽样法，以新疆两所

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在上

课期间 集 体 施 测，并 当 场 收 回 问 卷。共 发 放 问 卷

４８３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５０份（９３．１７％）。其中包括：
男生１６７人（３７．１％），女生２８３人（６２．９％）；专科生

１１９人（２６．４％），本科生１７８人（３９．６％），研究生１５３
人（３４％）；平均年龄为（２０．４２±２．９７）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学生学业延迟满足问 卷　采 用 刘 玲 花［１８］

对Ｂｅｍｂｅｎｕｔｔｙ的大 学 生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问 卷（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ＡＤＯＧＳ）进行修

订的本土化的大学生学业延迟满足问卷，该问卷共

１０个项 目，均 是 两 难 问 题 情 景，问 卷 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　４
点计分方式，学业延迟满足总分越高说明大学生学

业延迟满足的能力越强。本研究测得该问卷总体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７８８，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１．２．２　大学生心理弹性问卷　采 用 徐 家 华［１９］编 制

的大学生心理弹性问卷，此问卷有８个维度：家庭支

持、社会和朋友支持、问题解决能力、目标感、社会交

往能力、逆境下的心态、自我心理弹性及调动自身和

社会支持的能力。问卷共有４２个题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计分法，计１（“完全不符合”）～５（“完全符合”）
分。最后统计得到心理弹性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个

体心理弹性状况越好。本次测验该量表的总体内部

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９４，其８个维度：家庭支持、社会

和朋友支持、问题解决能力、目标感、社会交往能力、
逆境下的心态、自我心理弹性及调动自身和社会支

持的能 力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 分 别 为０．８４、０．８２、

０．８３、０．８４、０．８３、０．７９、０．８５、０．７４，说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

１．２．３　大五人格量表（ＢＦＩ）　采用朱小佳［２０］修订的

大五 人 格 量 表（Ｂｉｇ－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ＦＩ）。
该量表有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开放性等

５个维度，共４２个项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计分法，计

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分。本次研究测

得该修订版ＢＦ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７４，
各分量表信度系数 为０．７０９～０．８１１，说 明 该 量 表 具

有良好的信度。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对数据 进 行 相 关 分 析、回 归 分

析，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ｂｉ－
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Ｉ　ｍｅｔｈｏｄ）进 行

中介作用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心理弹性、学业延迟满足及人格之间的

相关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法对各因子做相关分析发

现，学业延迟满足与心理弹性和人格特质两两之间

有显著性相关。其中，除课堂学业延迟满足与心理

弹性的维度中的社会和朋友支持、问题解决能力、家
庭支持、社会交往能力、自我心理弹性以及人格中的

宜人性、外倾性、神经质相关不显著，课下学业延迟

满足与自我心理弹性、社会和朋友支持、外倾性、神

经质相关不显著，学业延迟满足社会和朋友支持、外
倾性、神经质相关不显著，神经质与心理弹性和人格

中各维度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外，其他各维度间均呈

显著的正相关，见表１。

２．２　人格特质在心理 弹 性 与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之 间 的

中介作用

　　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２１］的方法进行 中 介 作

用检验。以心理弹性和人格特质作为预测变量，学

业延迟满足的两个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结果

如表２、图１所示，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能够显著正向

预测 课 堂 学 业 延 迟 满（β＝０．１３３，ｔ＝２．８４，Ｐ＜
０．０１），也 能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责 任 心（β＝０．４６，ｔ＝
１１．０４，Ｐ＜０．００１）、开放性（β＝０．４３，ｔ＝１０．００，Ｐ＜
０．００１），同时责任心（β＝０．１７，ｔ＝３．２３，Ｐ＜０．０１）和

开放性（β＝０．１２，ｔ＝２．２６，Ｐ＜０．０５）也能 正 向 预 测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但是当责任心和开放性进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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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后，心理弹性对课堂学业延迟满足的影响不

再显著。说明责任心和开放性在心理弹性与课堂学

业延迟满足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大学生的心理弹性

显著 正 向 预 测 课 下 学 业 延 迟 满 足（β＝０．２２，ｔ＝
４．７０，Ｐ＜０．００１），也 能 正 向 预 测 责 任 心（β＝０．４６，ｔ

＝１１．０４，Ｐ＜０．００１），同时责任心也能够正向预测课

下学业延迟满足（β＝０．２７，ｔ＝５．２４，Ｐ＜０．００１）。但

是当责任心进入回归方程后，心理弹性对课下学业

延迟满足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责任心在心理弹性

与课堂学业延迟满足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１　心理弹性、学业延迟满足和人格各维度之间的相关（ｒ）

项

目

课堂学业

延迟满足

课下学业

延迟满足

学业延

迟满足

社会和朋

友支持
家庭支持

问题解

决能力

自我心

理弹性
目标感

社会交

往能力

逆境下

的心态

调动自身和

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外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神经质

开放

性

１　 １　　
２　 ０．６６＊＊＊ １　　
３　 ０．９２＊＊＊ ０．９０＊＊＊ １　　
４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６　 １
５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４４＊＊＊１　　
６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５１＊＊＊０．４３＊＊＊ １　　
７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５２＊＊＊０．４２＊＊＊ ０．６３＊＊＊ １　　
８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４７＊＊＊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６６＊＊＊ １　　
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３４＊＊＊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９＊＊＊ １　　
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４２＊＊＊０．３７＊＊＊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６１＊＊＊ ０．４４＊＊＊ １　　
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３８＊＊＊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３７＊＊＊ １　　
１２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７５＊＊＊０．６８＊＊＊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７６＊＊＊ ０．６２＊＊＊ ０．７２＊＊＊ ０．５８＊＊＊ １　　
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７＊＊＊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３６＊＊＊ １　　
１４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３８＊＊＊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３６＊＊＊ １　　
１５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２７＊＊＊ ０．２３＊＊＊０．１９＊＊＊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３５＊＊＊ ０．１９＊＊＊ ０．４５＊＊＊ ０．３０＊＊＊ ０．３０＊＊＊ １　　
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１＊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４４＊＊＊ １　　
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２５＊＊＊０．２４＊＊＊ ０．３７＊＊＊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４１＊＊＊ ０．５１＊＊＊ ０．２６＊＊＊ ０．４２＊＊＊ －０．２５＊＊＊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表２　人格特质在心理弹性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β ＳＥ　 ｔ　 Ｒ２　 Ｆ
ａ１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 心理弹性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　 ２．８３９＊＊ ０．０１８　 ８．０６３＊＊＊

ａ２ 责任心 心理弹性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３６＊＊＊ ０．２１４　 １２１．７９７＊＊＊

ａ３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 责任心 ０．１６９　 ０．０５６　 ３．２２８＊＊ ０．０４　 ９．３２６＊＊＊

心理弹性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２
ｂ１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 心理弹性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　 ２．８３９＊＊ ０．０１８　 ８．０６３＊＊＊

ｂ２ 开放性 心理弹性 ０．４２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４＊＊＊ ０．１８３　 １００．０８４＊＊＊

ｂ３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 开放性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９　 ２．２６４＊ ０．０２９　 ６．６３１＊＊

心理弹性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１　 １．６１２
ｃ１ 课下学业延迟满足 心理弹性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２　 ４．７００＊＊＊ ０．０４７　 ２２．０８９＊＊＊

ｃ２ 责任心 心理弹性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３６＊＊＊ ０．２１４　 １２１．７９７＊＊＊

ｃ３ 课下学业延迟满足 责任心 ０．２６５　 ０．０６９　 ５．２３７＊＊＊ ０．１０２　 ２５．４０８＊＊＊

心理弹性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　 １．８６７

　　注：Ｃ、Ｏ分别表示人格的责任心、开放性，且作为中介变量时课堂学业延迟满足／课下学业延迟满足对心理弹性的直接效

应；括号里的值表示心理弹性对课堂／下学业延迟满足的总效应。

图１　中介模型

　　采用 Ｈａｙｅｓ提 出 的 回 归 分 析 程 序 进 行 中 介 效

应检验［２２］。以心理弹性作为自变量，人格各维度为

中介变量，以学业延迟满足作为因变量，采用偏差校

正的 非 参 数 百 分 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ｂｉ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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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Ｉ　ｍｅｔｈｏｄ），重 复 取 样５０００
次，计算９５％的 置 信 区 间，对 中 介 效 应 进 行 分 析。
进一步分析发 现（见 表３），分 别 以 责 任 心 和 开 放 性

作为大学生心理弹性与课堂学业延迟满足的中介变

量进行分析时，直接效应Ｃ＇均不显著（置信区间均包

含０，Ｐ＞０．０５），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０，

Ｐ＜０．０５），说明人格特质中的责任心和开放性在心

理弹性与课堂学业延迟满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同样地，以责任心作为心理弹性与课下学业延迟满

足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分析时，直接效应Ｃ＇不显著

（置信区间包含０，Ｐ＞０．０５），但间接效应显著（置信

区间不包含０，Ｐ＜０．０５），说明责任心在心理弹性与

课下学业延迟满足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值
　置信区间（９５％）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Ｂｏｏｔ　ＳＥ 效果量

课堂学业延迟满足 责任性 ０．０８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４
开放性 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３

课下学业延迟满足 责任性 ０．１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２１４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生心理弹性 与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及 人 格 特 质

的关系

　　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学业延迟满足存

在显著的正 相 关，这 和 以 往 有 关 研 究 基 本 一 致［１６］。

显然，心理弹性和学业延迟满足虽说都是表示个体

在面对外界刺激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力，但从研究

结果上不难看出这两者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同一种

心理特质。关 于 心 理 弹 性 的 定 义 至 今 没 有 统 一 定

论，目前大致有３种主要的观点，即“特质论”、“结果

论”、“过程论”。“特质论”的观点将心理弹性定义为

个体的人格特质或能力，是稳定的个人心理特征，是
个体应对压力、挫折、创伤等消极生活事件的能力或

特质［２３］。“结果论”的观点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经

历高危险情境后的积极结果［２４］；是克服逆境获得良

好适应的行为结果，这些结果指的是比预期要好的

结果［２５］。“过程 论”的 观 点 强 调 心 理 弹 性 是 个 体 与

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２６］；是个体在应激情境下

仍能良好适应的动态过程［２７］；是生活应激性事件或

逆境与保护 性 因 子 共 同 作 用 的 动 态 过 程［２８］。而 学

业延迟满足则强调个体自我控制与使用资源控制策

略获得学习上的成功。

　　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弹性能够显著正向预

测其学业延迟满足能力，也就是说大学生的心理弹

性越好，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越强，越能够控

制住自身冲动性行为，进行理智考量当下情景利弊，

从而做出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选择，更倾向于延迟

满足，这样表现出的学业延迟满足的能力就越好，也
就越容易为追求更长远的更有价值的学习目标而延

迟即时性满足。然而心理弹性的社会和朋友支持因

子与学业延迟满足没有显著性相关，还有家庭支持、

问题解决能力、自我心理弹性等因子与学业延迟满

足的课堂学业延迟满足因子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

是和课下学业延迟满足因子存在显著性相关。这一

个方面说明了心理弹性和学业延迟满足并不是同一

种心理特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心理弹性对课堂学业

延迟满足的直接影响不大，更多的可能是影响学生

的课下学业延迟满足或者有其他间接影响路径。

　　大学生学业延迟满足与宜人性、责任心、开放性

等人格特质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神经质呈不显著

的负相关，这和王雅倩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９］。张佳佳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和内外向人格特质有显著的正相

关，和神经质有显著的负相关［３０］。而陈露露等［４］人

研究发现艾森克人格分量表中的Ｐ（神经质）、Ｎ（精

神质）与学业延迟满足诸因子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这可能是二者所使用的人格量表不同，其理论基础

亦不同，各维度要表达的方面也不同，故而导致了不

同结果。另外，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因子与心理弹

性各因子皆呈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人格特质中

神经质的个体的得分越高，其自我应对挫折压力与

困境时就越发觉得无力应 对。Ｏｓｔａｓｚｅｗｓｋｉ研 究 表

明，外向性的个体延迟满足能力低［３１］。延迟满足也

受个体当前的压力水平影响，从而导致更多的冲动

行为［３２］，这也与个体的神经质人格特质相关［３３］。

３．２　人格在心理弹性 与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之 间 的 中 介

作用

　　路径分析表明，心理弹性通过影响人格特质进

而影响学业延迟满足，但此时心理弹性对学业延迟

满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人格特质在心理弹性

与学业延迟满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与研究假

设基本吻合。具体分析，在课堂学业延迟满足维度

上，人格特质中的责任心和开放性在心理弹性和课

堂学业延迟满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也就是说

大学生应对挫折与压力的能力或者方式会影响到其

责任心和开放性人格倾向的形成，而高责任心和高

开放性的人格倾向的个体具有较强的学业延迟满足

能力而获得 优 秀 的 成 就［３４］。在 课 下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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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只有责任心在心理弹性与课下学业延迟满

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在课堂外，个体的心理

弹性通过影响责任心的人格倾向的形成进而影响课

下学业延迟满足。

　　这一结果对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方面，
我们的教育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在加

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心

理弹性 的 能 力，即 个 体 在 面 临 逆 境、创 伤、悲 剧、威

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能

力”［３５］。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应该注重学生良好的

人格塑造。而个体的人格的发展又受到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但重点是家庭环境

和学校环境的影响。家庭和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能力和生活习惯，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责

任心和开放性等方面的人格特质，这样才更有利于

学生的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Ｂｅｍｂｅｎｕｔｔｙ　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ｏａｌ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１１（３）：２３３－２５７
［２］Ｂｅｍｂｅｎｕｔｔｙ　Ｈ．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８（４）：５８６－６１６
［３］Ｆｕｎｄｅｒ　Ｄ　Ｃ，Ｂｌｏｃｋ　Ｊ　Ｈ，Ｂｌｏｃｋ　Ｊ．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ｌｏｎ－

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４４（６）：１１９８－１２１３
［４］陈露露，蒋钦，梁莹，等．大 学 生 学 业 延 迟 满 足 与 人 格 的 关 系［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９）：１４０４－１４０６
［５］席居哲，桑标．心 理 弹 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研 究 综 述［Ｊ］．健 康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０２，１０（４）：３１４－３１８
［６］曾守锤，李 其 维．儿 童 心 理 弹 性 发 展 的 研 究 综 述［Ｊ］．心 理 科 学，

２００３，２６（６）：１０９１－１０９４
［７］邱婷，谭 文．心 理 弹 性 的 文 献 综 述［Ｊ］．社 会 心 理 科 学，２０１２，２７
（４）：３９３－３９６

［８］徐 慊，郑 日 昌．国 外 复 原 力 研 究 进 展［Ｊ］．中 国 心 理 卫 生 杂 志，

２００７，２１（６）：４２４－４２７
［９］Ｍｉｌｌｅｒ　Ｅ　Ｄ．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ｏ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３，８（４）：２３９－２４６
［１０］Ｒｕｔｔｅｒ　Ｍ．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９８５，１４７（６）：５９８－６１１
［１１］Ｍａｓｔｅｎ　Ａ　Ｓ．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ｄ－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１９９４，８：２３１－２４２
［１２］谭晟．大学生的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压力适应［Ｊ］．中 国 科 教 创

新导刊，２００９，３８（１６）：２４９－２５０
［１３］李永鑫，骆鹏程，聂光辉．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心理弹

性的影响［Ｊ］．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９（６）：１２７－１３０
［１４］Ｆｒｉｂｏｒｇ　Ｏ，Ｂａｒｌａｕｇ　Ｄ，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ｓｅｎ　Ｍ，ｅｔ　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１４（１）：２９－４２
［１５］王凤，叶 冰 冰，唐 艺 祯．大 学 生 心 理 弹 性 与 学 业 倦 怠 相 关 研 究

［Ｊ］．南昌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３）：５２－５４
［１６］赖彩华．心理韧性对高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学业延迟满足的中

介作用［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２０１４，１４（１２）：２０－２１
［１７］苏霞，王树青．大学 生 的 人 格 特 质 与 焦 虑 的 关 系：中 介 效 应 与 调

节效应［Ｊ］．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１４，２１（５）：８１－８６
［１８］刘玲花．大学生学业延迟满足、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父母教养方式

的关系研究［Ｄ］．开封：河南大学，２０１０
［１９］徐家华．大学生心理弹性问卷的编制及其初步应用［Ｄ］．福州：福

建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２０］朱小佳．大五 人 格 量 表（ＢＦＩ）的 初 步 修 订［Ｄ］．扬 州：扬 州 大 学，

２０１２
［２１］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心理

学报，２００４，３６（５）：６１４－６２０
［２２］Ｈａｙｅｓ　Ａ　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Ａ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ｆｈａｙｅｓ．ｃｏｍ／ｐｕｂ－

ｌ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ｄｆ
［２３］Ｃｏｎｎｏｒ　Ｋ　Ｍ，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Ｊ　Ｒ　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ＣＤ－ＲＩＳＣ）［Ｊ］．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２００３，１８（２）：７６－８３
［２４］Ｍａｓｔｅｎ　Ａ　Ｓ，Ｃｏａｔｓｗｏｒｔｈ　Ｊ　Ｄ，Ｎｅｅｍａｎｎ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Ｊ］．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６６（６）：１６３５－１６５９
［２５］Ｄｌｍｐｅｒｉｏ　Ｒ　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Ｊ］．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ＬＡ．１９９９，９：２５６－２５８
［２６］Ｏｌｓｓｏｎ　Ｃ　Ａ，Ｂｏｎｄ　Ｉ，Ｂｕｒｎｓ　Ｊ　Ｍ，ｅｔ　ａｌ．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２６（１）：１－１１
［２７］Ｒｕｔｔｅｒ　Ｍ．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ｏ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４：６２６－６３１
［２８］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Ｇ　Ｅ，Ｇｅｉｇｅｒ　Ｂ，Ｊｅｎｓｅｎ　Ｓ，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

［Ｊ］．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０，２１：３３－３９
［２９］王雅倩，王丽，向光富．大学生大五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

的中介作用［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５（１）：１１２－１１６
［３０］张佳佳，李敏，彭李，等．大 学 生 心 理 弹 性 与 人 格 特 征、情 绪 调 节

方式及中性 情 绪 面 孔 知 觉 的 关 系［Ｊ］．中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杂 志，

２０１１，１９（３）：３４７－３４９
［３１］Ｏｓｔａｓｚｅｗｓｋｉ　Ｐ．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１９９６，

１０（３）：１６１－１７２
［３２］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Ｊ，Ｍｉｓｃｈｅｌ　Ｗ．Ａ　ｈｏｔ／ｃｏ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ｌａｙ　ｏｆ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９，１０６：３－１９
［３３］Ｗｈｉｔｅｓｉｄｅ　Ｓ　Ｐ，Ｌｙｎａｍ　Ｄ　Ｒ．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

ｔｙ：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

ｓｉｖｉｔｙ［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３０（４）：

６６９－６８９
［３４］Ｊｏｈｎ　Ｏ　Ｐ，Ｒｏｂｉｎｓ　Ｒ　Ｗ．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Ｎｏ　ｄｏ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９９４，５：１３７－１４２
［３５］Ｎｅｗｍａｎ　Ｒ．ＡＰＡ＇ｓ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Ｊ］．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５，３０（３）：２２７－２２９

（收稿时间：２０１７－０９－１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ｈｐ．ｃｏｍ．ｃｎ／

·２７８１·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２５卷第１２期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Ｖｏｌ　２５，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