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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心理弹性的概念、测量、心理弹性相关研究以及事件相关电位( EＲP) 研究方法对心理弹性研究的启

示等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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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这一概念由美国科学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心理弹性的研究

从理论探讨向实践应用转型。心理弹性是一种复杂

的心理现象，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近年

来，随着积极心理学被大家熟悉并追捧，事件相关电

位( EＲP) 等神经电生理学研究技术的发展，国内外

对心理弹性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多学科融

合及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为心理弹性的研究指明了新

的方向。

1 心理弹性的概念

心理弹性从提出到现在，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

概念。国外研究侧重于将心理弹性看成是一种过

程。国内学者对心理弹性的概念概括起来有三种:

能力性定义、结果性定义和过程性定义。能力性定

义的概念是指个体在经历逆境后，又能重新适应环

境作为自身所具备的一种能力［1］。结果性定义的

概念指个体在经历逆境后的积极适应，针对这一结

果来定义心理弹性，但一些学者对这种定义是持否

定态度的［2］。过程性定义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一种

综合的定义，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动态变化发展的

过程［3］。
综合来看，学者们对心理弹性的定义一般基于

负性和正性两个范畴，一是强调负性的环境因素，如

Luthar 等［4］强调消极的生活环境，以及 Jackson 等［5］

认为与困难、不幸或创伤相关的痛苦，还有不被大家

意识到的一些对积极生活事件的适应，例如刚升入

大学的学生，刚晋升的主管。另一个是强调正性的

适应过程和结果，包括关于积极适应的一些行为和

文化因素［6］。

2 心理弹性的测量

受文化特征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对心理弹性的

概念和测量有许多不同之处，综合国内外研究，对心

理弹性的测量主要有以下工具。

2． 1 国外对心理弹性的测量

国外的心理弹性测量工具，总结起来有以下两

类: 一是测量内在保护性因素的量表，如自我心理弹

性量 表 ( Ego － Ｒesiliency Scale，EＲS ) ，该 量 表 由

Block 和 Kremen 编制，是一个用于测量个体的自我

心理弹性品质的自评量表，共 14 个题目，在国际上

权威性比较高，运用广泛［7］。另一类是测量外在和

内在保护性因素的量表，常见的有成人心理弹性量

表( Ｒ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ＲSA) ，ＲSA 共 39 个

题目，包括自我认知、未来计划、家庭凝聚力、社会资

源、社会能力和计划特点 6 个维度。ＲSA 是目前在

国内外运用最广泛的心理弹性测量量表之一［8］。

2． 2 国内对心理弹性的测量

国内的量表对大学生研究的针对性更强。主要

有以下三种: 大学生复原力量表( Ｒesiliency Sca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该量表由阳毅［9］于 2005 年编

制，分为自我效能、自我接纳、稳定性、问题解决、朋
友支持和家人支持 6 个维度，共 31 个项目。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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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弹 性 问 卷 ( Ｒesiliency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由徐家华［10］于 2010 年编制，包括 42 个

项目，分为 8 个维度: 自我效能、自我接纳和自我价

值、调用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能力、情绪稳定性、
社会交往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朋友支持和社会支

持、家人支持、目标感和执行力。中文版 Connor －
Davidson 心 理 弹 性 量 表 (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onnor － 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CD － ＲISC ) ，该

量表由于肖楠等［11］于 2007 年修订，共 25 个题目包

括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 3 个因子。
总的来说，心理弹性的测量工具都是基于心理弹

性定义中包含的相关维度编制的，通过对逆境和积极

适应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探讨，测量个体对不同程度

逆境的反应，从而得出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在将来

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根据研究领域、社会文化背景和

研究对象的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量表进行测量。

3 心理弹性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开始较早，成果显著。
在我国，虽然关于心理弹性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多，但

总体来看尚属起始阶段。综合前人研究发现，对心

理弹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心理弹性

的界定及相关变量的探讨; 二是构建心理弹性的理

论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国外有关心理弹性的研

究走在前列，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国内相关的研

究在跟进之中，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侧重方面有所

拓展［12］。
不同研究者对心理弹性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中有侧重过程

的，有侧重结果的，有侧重能力的，但学者们都不否

认心理弹性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查阅

相关文献可知，国内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较多的关

注留守儿童、贫困学生、运动员、老年人和病人等特

殊群体［13 － 15］。这些研究多是基于一个假设: 心理弹

性主要是维持个体的心理和精神情绪的内部平衡状

态，当平衡状态被打破，个体的调控能力又不足以对

抗这些导致其失去平衡的外界因素时，个体就从各

方面来重新寻求新的整合［16］。
随着积极心理学在全球的影响扩大和心理弹性

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弹性被越来越多的人当作是

一种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一种促使个体良性发展的

积极因素。这也将研究对象从特殊群体扩大到大众

群体，并 开 始 关 注 父 母 教 养 方 式［17 － 18］、社 会 支

持［19］、童年期被忽视［20］等心理弹性相关影响因素，

以及一 些 与 人 格、认 知 偏 向 相 关 的 内 在 影 响 因

素［21］，以期解决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

4 EＲP 技术对心理弹性研究的启示

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以及一些新型研究

手段的发展创新，为心理弹性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

能。心理弹性的研究可以不再局限于对研究对象的

创新，可以基于成熟的研究模式，运用全新的研究手

段，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内在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ＲP 是中枢神经系统在接受特定刺激条件下

产生的 生 物 电 活 动，也 称 作“认 知 电 位”。陈 兴

时［22］将 EＲP 定义为人注意到某客体并对其进行高

级认知加工如思维、情感、记忆、判断等时，在头皮上

记录下的电位。
随着心理学研究在逐渐转向脑科学研究的方向

上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更关注对大脑认知过程的研

究，不断深入探索脑认知过程。EＲP 已经成为进行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最得力、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相关研究已经深入到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等多个领

域，发现了许多与认知活动过程密切相关的成分，所

以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于认知过程研究。因为情绪

信息的加工受认知［23 － 24］的影响，如情绪的 Stroop 效

应［25］，许多研究者用 EＲP 研究情绪相关的成分［26］。
这也为日后个体心理弹性与认知过程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基础。
不同心理弹性水平个体的认知活动和神经活动

之间的关联一直需要通过一种方式去连接，而 EＲP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手段，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5 心理弹性研究的展望

5． 1 多学科融合及新技术手段的运用

目前关于不同心理弹性个体的 EＲP 研究较少，

而随着对心理弹性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可以考虑将

行为学研究与 EＲ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认知神经

科学技术相结合。并将行为研究、电生理研究与发

展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促使研究者更好

地对不同心理弹性个体的研究结果做出更加科学合

理的解释。

5． 2 侧重实践应用研究

研究者应继续寻找可以帮助个体构建心理弹性

的保护性因子和激励性因子，并通过灾难性思维最

小化、挑战反作用信念、能量管理、问题解决、培养感

恩意识、强化社会关系等技术开展心理弹性应用训

练［27］，注重研究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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