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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风灾后中学生的复原力对其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以及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为风灾后学生的心理复
原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方法　 在盐城风灾区域两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 ４４３ 名中学生，以修订后的 Ｃｏｎｎｏ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复原力量表（ＣＤ － ＲＩＳＣ）、事件相关反刍量表（ＥＲＲＩ）和创伤后成长量表（ＰＴＧＩ）评定其复原力、自主反刍和创伤后成
长。结果　 盐城风灾后一年，初中生复原力评分为（５５． ３１ ± ２１． ２５）分，自主反刍评分为（１０． １０ ± ７． １５）分，ＰＴＧＩ 评分为
（５１． ７２ ± ２４． ４０）分。复原力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０． ６４，Ｐ ＜ ０． ０１）；自主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９５％ ＣＩ：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５７）。结论　 经历风灾中学生的复原力通过自主反刍对创伤后成长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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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应用心理

学，ＰＰＺＹ２０１５Ｂ１１８）

　 　 很多人都会经历自然灾害等创伤性事件，并承
受巨大损失。以风灾为例，我国近三十年来，仅江苏

省的风灾次数就多达 ３１３ 次［１］，尤其是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的盐城阜宁风灾对当地居民、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

严重的心理影响，但风灾同时也会激发青少年产生

创伤后成长（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ＰＴＧ）［２ － ３］。考察
经历风灾青少年的 ＰＴＧ的预测因素，有助于指导灾
后幸存者更好地适应和改善生活。

ＰＴＧ是指个体与主要的生活危机抗争后体验到
的积极心理变化［４］，有研究者认为复原力能够预测

ＰＴＧ，保护个体不受创伤性事件危害［５］。国内学者

一般认为复原力是个体从创伤经历及压力情境中成

功应对并良好适应的能力［６］，关于汶川地震的研究

表明复原力对灾后个体 ＰＴＧ 的发展有重要作
用［７ － ８］。但二者间机制的研究仍相对缺乏。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９］在过程模型中指出，个体在面临的高压情
况下会改变原有认知模式，进行认知整合。这种对

创伤事件进行积极思维整合的过程即是自主反

刍［１０］，它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 ＰＴＧ［１１］。同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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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高复原力能正向预测自主反刍［１２］。可

见，复原力能够促进自主反刍，而后者又是 ＰＴＧ 产
生的重要认知因素。因此本研究以盐城风灾后中学

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复原力对 ＰＴＧ 影
响以及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为风灾后学生的心理

复原提供参考。

１　 方法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在盐城风灾发生一年后的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风灾
核心区域的两所中学（板湖中学和陈良中学）以班

级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 ４４３ 名中学生，其中男生
２０８ 名（５３％），女生 ２３５ 名（４７％），年龄 １２ ～ １６ 岁，
平均（１４． ４４ ± ０． ７２）岁。

１． ２　 研究工具

采用 Ｙｕ等在 Ｃｏｎｎｏ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心理复原力量
表（Ｃｏｎｎｏ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ＣＤ － ＲＩＳＣ）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群的特点修订而成的复原力

量表［１３ － １４］。该量表共 ２６ 个项目，包括力量、乐观、
坚韧和意义找寻四个维度。采用 ５ 点计分，计算 ２６
个项目的平均分，得到被试复原力评分，评分越高表

明复原力水平越高。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５。
采用周宵等［１５ － １６］修订的事件相关反刍量表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ｍｉａｎ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ＥＲＲＩ），该问卷
共 ２０ 个项目，分侵入性反刍和自主反刍两个维度，
采用 ４ 点计分。本研究仅考虑了其中的自主反刍维
度，该维度总评分越高，表明自主反刍越多，其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２。
采用 Ｚｈｏｕ等［１７］修订的创伤后成长问卷（Ｐｏｓｔ －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ＰＴＧＩ）。ＰＴＧＩ 共 ２２ 道题
目，包括自我体验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

值的改变三个维度。采用 ６ 点计分，评分越高，表明
ＰＴＧ越大。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６。

１． ３　 研究程序

风灾发生 １２ 个月后，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
主任和学生本人的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由应

用心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施

测。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按要求填答问卷。

所有问卷统一当场收回。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

析，检验复原力、自主反刍和 ＰＴＧ 之间的相关是否
显著，是否适合进一步的模型建构。若三者之间的

相关存在不显著的情况，则不考虑进一步的处理；若

三者之间相关均显著，则采用 Ａｍｏｓｓ ２２． ０ 进行结构
建模，考虑复原力为自变量，ＰＴＧ 为因变量，加入自
主反刍为中介变量，考察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

２　 结　 　 果

２． １　 盐城风灾后一年初中生复原力、自主反刍和
ＰＴＧＩ评分及相关分析

盐城风灾后一年，初中生复原力评分为（５５． ３１
± ２１． ２５）分，自主反刍评分为（１０． １０ ± ７． １５）分，
ＰＴＧＩ评分为（５１． ７２ ± ２４． ４０）分。相关分析显示，复
原力与自主反刍、ＰＴＧＩ 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２０４、
０． ６０２，Ｐ ＜ ０． ０１），自主反刍与 ＰＴＧＩ 评分呈正相关
（ｒ ＝ ０． ２６６，Ｐ ＜ ０． ０１）。见表 １。

表 １　 量表评分结果（ｘ— ± ｓ，分）

量　 　 表 评　 　 分

复原力 力量 １８． ４４ ± ７． ２３

乐观 ８． １１ ± ３． ８５

坚韧 ２５． ８６ ± １０． ４８

意义寻找 ２． ８９ ± ２． ３１

总评分 ５５． ３１ ± ２１． ２５

反刍 自主反刍 １０． １０ ± ７． １５

ＰＴＧＩ 自我体验 ２１． ７１ ± １０． ６７

人际体验 １７． ０３ ± ８． ２４

生命价值观 １２． ９７ ± ６． ７２

总评分 ５１． ７２ ± ２４． ４０

注：ＰＴＧＩ，创伤后成长问卷

２． ２　 自主反刍在复原力与 ＰＴＧ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其中，复原力为自变量，ＰＴＧ 为因变量，自主反刍为
中介变量。复原力有四个维度，ＰＴＧ有三个维度，均
为潜变量，自主反刍为显变量。

首先检验复原力对 ＰＴＧ 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
复原力与 ＰＴＧ 的直接作用路径显著（β ＝ ０． ６４，
Ｐ ＜ ０． ０１）。在模型中加入自主反刍中介变量，得到
图 １ 所示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所有路径系数均
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１）。此外，模型
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见表 ２。最后使用偏差校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对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自
主反刍显著中介了复原力与 ＰＴＧ 的关系，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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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２６，９５％ ＣＩ：０． ００８ ～ ０． ０５７，由于 ９５％置信区
间不包含零值，因此，自主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２　 模型拟合指数

模　 　 型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复原力 － ＰＴＧ ２． ６４６ ０． ９８０ ０． ９５３ ０． ０６１

复原力 －自主

反刍 － ＰＴＧ
２． ５８７ ０． ９７７ ０． ９４９ ０． ０６０

图 １　 自主反刍在复原力与 ＰＴＧ之间的中介作用

３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经历盐城风灾的青少年复原力、

自主反刍和 ＰＴ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复原力和自
主反刍以及 ＰＴＧ均呈正相关，自主反刍与 ＰＴＧ呈正
相关，这与 Ｃｏｎｎｏｒ等［１３，１６］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显示，复原力对 ＰＴＧ 的直接效应显著，
自主反刍对 ＰＴＧ 的预测效应同样显著。这一结果
符合 Ｔａｋｕ的理论模型，即创伤事件后的自主反刍会
引起 ＰＴＧ［１８］。然而，该研究显示事件后旋即发生的
自主反刍而非最近的对于创伤事件的反刍与 ＰＴＧ
呈正相关，本研究显示，受灾一年后初中生的自主反

刍也会显著正向预测其 ＰＴＧ。
根据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等［１９］提出的 ＰＴＧ模型，个体对于

创伤事件的自主反刍可以帮助个体积极地思考创伤

对其的意义，促使个体重新建构对创伤后世界的理

解，促进 ＰＴＧ的实现。然而，对于 ＰＴＧ概念的分歧，
产生了对自主反刍引起 ＰＴＧ 的不同解释。根据
Ｔａｙｌｏｒ等［２０］提出的认知适应模型，ＰＴＧ 只是个体为
了自我增强以缓解压力而营造的假象，自陈式问卷

评定的 ＰＴＧ 比实际情况要更乐观。之后的研究也
为这一模型提供了佐证，创伤性事件带来的成长可

能是源于个体的幻想［２１］。本研究的被试是盐城风

灾一年后的受灾初中生，有较充分的认知适应时间，

因此本研究更多地支持了 Ｔｅｄｅｓｃｈｉ 等［１９］提出的

ＰＴＧ模型。
本研究结果表明，复原力低的受灾学生更少进

行自主反刍，进而更少获得 ＰＴＧ。复原力是普遍存
在的，可以通过干预改变［２２］。提示在灾后心理健康

服务工作中，应更多地关注复原力低的青少年，加强

复原力的训练干预，增强其复原力。此外，自主反刍

是对事件意义的积极寻求，复原力可以通过自主反

刍影响受灾学生的 ＰＴＧ，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可以适
当地引导受灾学生主动思考创伤事件，促进其 ＰＴＧ。
本研究结果显示，复原力通过自主反刍的作用中介

于 ＰＴＧ。灾后一年的受灾初中生复原力越高，越会
进行自主反刍，越多地获得 ＰＴＧ。这一结果与黄静
静等［２３］研究一致，个体在遇到创伤事件时复原力开

始发挥作用，通过自主反刍改变个体的认知，促使个

体寻求创伤事件产生的积极意义，最终实现 ＰＴＧ。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研究采取的是横断面

研究设计，并且只考察了初中阶段的样本，未能考察

学生在不同发展时期 ＰＴＧ变化的特点，不能清晰呈
现盐城风灾中的受灾学生在受灾后各变量的变化趋

势，不能确定各变量在时间跨度上的因果关系。因

此，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量，采用纵向研究和横断面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受灾及灾后恢复期间的心理

变化。此外，本研究采用自陈问卷的方式，容易受到

社会赞许性、回忆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结合问

卷、行为和生理指标综合考察自然灾难对个体造成

的身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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