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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拓展训练对民航专业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有理

论支撑的应对模式和干预机制%方法
!

选取
$'(

名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大学生作为被试对象!其中试验组
-1

人!对照组
)-

人!试验组采用拓展训练进行干预!对照组在相应时间段按照学校的管理进行安排!于拓展训练干预前后运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

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两组进行测量!比较干预前后两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和总体幸福感指数%结果
!

拓展训练干预前!两组心

理韧性量表各因子评分&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及总体幸福感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C

$%拓展训练干预后!试验组

心理韧性量表中人际协助&积极认知&情绪控制
'

个因子评分及总体幸福感指数均上升!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C

$'而目标专注和家庭支持两个因子及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在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C

$%干预前后相应

时间!对照组心理韧性量表各因子评分&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及总体幸福感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C

$%干预后!两

组在心理韧性量表中人际协助&积极认知&情绪控制
'

个因子及总体幸福感指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C

$'而两组在

目标专注&家庭支持两个因子及心理韧性量表总分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

$%结论
!

拓展训练能有效促进民航专业

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塑造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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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学业*情感*就业及社交等多重压力#高 校为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从多途径多方式付出诸多努力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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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基本人口学资料"

(

$

V

%#

组别
(

性别

男 女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文理科

文科 理科

城乡

城镇 乡村

试验组
-1 00

$

)$&$

%

1/

$

'/&(

%

1'

$

'$&(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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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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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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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0$

$

)$&1

%

1)

$

'/&/

%

1C

$

'-&'

%

1C

$

'-&'

%

$-

$

1C&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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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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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C%&-

%

'$

$

0)&'

%

')

$

C'&-

%

得丰硕成果)但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注重预防与治疗#强调的

是人的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过分关注大学生心理上的

消极特质和负面情绪)伴随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兴起#研究导向

趋于心理健康正向指标的探讨#侧重于大学生心理品质的优化

与心理潜能的开发&

$

'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崭新的研

究视角)在多维度视角下的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心理韧性与主

观幸福感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和全新的研究思潮)心理韧性

$

PE+#<#E,KE

#亦可译为心理弹性*压弹或抗逆力%指人的心理发

展并未受到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严重压力或逆境的损伤性影

响#甚或出现愈挫弥坚的现象&

1

'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

活的认知和情感的评价#一般认为它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

感和消极情感
'

个方面&

'

'

)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心理弹性*主

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各维度及总分明显相关(大学生心理弹

性对其心理健康具有直接预测作用#通过主观幸福感起间接预

测作用&

0

'

)现阶段关于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培养

策略#绝大多数停滞于理论层面的认知#而干预性提升训练的

实证研究甚少)诸多研究从理论层面表明#拓展训练能有效地

对大学生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进行干预&

C.)

'

)本研究以期通

过实证性研究揭示拓展训练对大学生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效应#为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提供有理论

支撑的应对模式和干预机制#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探索深化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途径)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利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并兼顾学业水平等相

关因素的影响#选取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该专业大学生主要就业于航空港安全检

查*空中安全保卫*机场应急救援等岗位#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将

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对其进行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塑造

和培养#具有积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拓展训练试验组纳入

-1

人#对照组纳入
)-

人)两组性别*年级分布*学科分布及城

乡分布等基本人口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C

%)见表
$

)

D&E

!

研究工具

D&E&D

!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

'

!

由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共

1-

个题目#涵盖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其中个人力包括目

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
'

个因子(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

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该量表采用
:#SEPFC

点计分#

$

代表完

全不符合#

C

代表完全符合#分量表用平均分#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

%&-1

)

D&E&E

!

幸福感指数量表$

#,!EO"JRE<<.QE#,

G

%

&

/

'

!

由
5HM

6

QE<<

编制#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前者涵盖
/

个情感项目#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表述情感内涵#后者则由
$

个

满意度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相加即为总体幸福感指

数)该量表情感指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

#重测信度为

%&0'

#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题的效标相关系数为
%&CC

)

D&F

!

研究设计

D&F&D

!

分组设计
!

研究采用-事前
.

事后测验.和-试验组
.

对

照组.试验设计)试验组被试实施拓展训练课程教学训练#对

照组被试不采用任何形式的干预)在教学试验期间#所有被试

在其他学习*生活方面保持一致)

D&F&E

!

教学试验过程及内容
!

根据拓展训练的课程类型#将

试验组成员平均分为
'

个教学组#每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均相同#每周利用周末固定时间进行教学#每周
(%M#,

#共
$)

周)两名进行教学试验干预的教师长期讲授+拓展训练,选修

课#且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5?B.

B95

拓展培训师岗位资格证书,)对照组则在相应的时间段#

按照学校的管理进行安排)拓展训练内容的筛选坚持挖掘潜

能*提升自信#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甄选原

则)参照+学校心理拓展训练,

&

(

'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拓

展训练,

&

$%

'中的拓展训练内容#将拓展训练归纳梳理为破冰热

身*个人挑战*人际沟通*团队协作
0

个训练模块#在此基础上

制订出试验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见表
1

)

表
1

!!

试验组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训练模块 教学内容 课次$次%训练模块 教学内容 课次$次%

破冰热身 拓展训练发展史
$

生日线"七巧板
(

拓展训练意义
1

红与黑
$%

团队建设"教学要求
'

孤岛求生
$$

个人挑战 风中劲草"信任背摔
0

团队协作 交通堵塞"电网
$1

高空断桥
C

水果蹲"坦克战车
$'

空中单杠
)

生命之旅
$0

人际沟通 撕纸"盲人方阵
-

卓越圈
$C

驿站传书
/

团队总结与升华
$)

D&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BU4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C

为检验

水准#以
!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拓展训练干预前两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及总体幸福感指

数比较
!

拓展训练干预前#两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

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和总体幸福感指数

比较#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

值 分 别 为
$&-(

*

%&$-

*

$&%-

*

T%&$0

*

$&1$

*

$&)'

*

T%&/-

#

!

值分别为
%&%(0

*

%&/1C

*

%&''1

*

%&/-)

*

%&1$1

*

%&$-$

*

%&''(

%#表明两组呈现出同质化特

征#试验组与对照组分组方式合理)见表
'

)

E&E

!

拓展训练干预前后对照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及总体幸福

感指数比较
!

对照组在未施加任何干预条件的情况下#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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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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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及总体幸福感指数比较$

BU4

%

组别 时间
(

心理韧性$分%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总分
总体幸福感指数

试验组 干预前
-1 '&$1U%&)( 1&(0U%&0- '&'-U%&)0 1&/1U%&C/ '&$-U%&C) /-&)1U-&'C (&)1U1&-C

干预后
-1 '&0-U%&C$ '&C'U%&C(

"

'&(1U%&C)

"

'&$1U%&0' '&C(U%&)1

"

/(&')U$%&)- $%&1$U1&$1

"

对照组 干预前
)- '&')U%&)$ '&10U%&)1 '&)1U%&/' '&1CU%&C- '&%(U%&)) /)&C'U(&)$ /&(1U1&$$

干预后
)- '&0CU%&C- '&'-U%&0)

%

'&-)U%&-(

%

'&)-U%&C/ '&$CU%&C0

%

(%&)-U$$&C) (&0CU1&1-

%

!!

"

!

!

$

%&%C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

!

!

$

%&%C

#与试验组干预后比较)

组同步进行心理韧性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测试#对照组上述

心理韧性量表各因子评分*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及总体幸福感指

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为
T$&$0

*

T$&C0

*

T$&/-

*

T$&0)

*

T$&)/

*

T$&-'

*

T$&C'

#

!

值分别为
%&1')

*

%&%(0

*

%&%)-

*

%&$C1

*

%&%/$

*

%&%-(

*

%&$'-

%)见表
'

)

E&F

!

拓展训练干预前后试验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及总体幸福

感指数比较
!

拓展训练干预后#试验组心理韧性量表中人际协

助*积极认知*情绪控制
'

个因子评分均上升#干预前后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为
T1&1(

*

T'&$)

*

T1&%(

#

!

值分

别为
%&%'0

*

%&%1'

*

%&%0C

%(而目标专注*家庭支持两个因子及

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在拓展训练干预后略有提高#但干预前后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为
T$&)'

*

T$&C/

*

T$&$-

#

!

值

分别为
%&%/-

*

%&%(/

*

%&%C-

%(总体幸福感指数在拓展训练干

预后上升#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1&'$

#

!`

%&%0'

%)见表
'

)

E&G

!

拓展训练干预后两组心理韧性量表评分及总体幸福感指

数比较
!

对照组在未施加任何干预条件的情况下#与试验组施

加拓展训练干预后同步进行测试#两组在心理韧性量表中人际

协助*积极认知*情绪控制
'

个因子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值分别为
'&$-

*

1&-0

*

1&('

#

!

值分别为
%&%'$

*

%&%1$

*

%&%1)

%(两组在总体幸福感指数上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

/̀ '&1C

#

! %̀&%0C

%)而两组在目标专注*家庭支持两个因子

及心理韧性量表总分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值分别

为
$&-/

*

1&)(

*

1&--

#

!

值分别为
%&$%(

*

%&$'/

*

%&%)(

%)见

表
'

)

F

!

讨
!!

论

拓展训练对民航专业大学生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塑

造与培养有积极影响)拓展训练是体验式培训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据不同的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地设置特殊的场景和训练

课程#使参与者介入相关实践活动#通过体验*认知和感悟#进

行理性的反思#最终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

'

)基于拓展训练-体验式.教学的培训特质#本研究通

过拓展训练教学试验进行干预#试验组大学生心理韧性层面在

个人力维度上#积极认知和情绪控制两个因子评分均明显上

升(支持力维度上#人际协助因子评分也表现出明显上升)试

验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层面#总体幸福感指数亦呈现明显升

高)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韧性中目标专注与家庭支持两个因

子#以及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并未通过拓展训练得到有效的提

高)对照组同步进行心理韧性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测试#其

心理韧性量表各因子评分*心理韧性量表总分及总体幸福感指

数无明显差异)对照组与试验组进行拓展训练干预后同步进

行测试#两组在心理韧性量表中人际协助*积极认知*情绪控制

'

个因子及总体幸福感指数上比较有明显差异#而两组在目标

专注*家庭支持两个因子及心理韧性量表总分上比较无明显差

异)因此#从总体结果来看#拓展训练对民航专业大学生心理

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塑造与培养有积极的影响)

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将拓展训练融入高校#重视师资力量的

培养)

ALFFEP

&

$1

'对心理韧性进行过程性定义#认为韧性是一个

互动的概念#特指面对环境危险因素或克服压力渡过逆境的相

对抵抗性)而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
'

个特

点)研究倾向认为#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存在动态发展的变

化性#但其塑造和培养的内化过程需要较长时期)因此#建议

除开设拓展训练选修课程外#应以多种形式将拓展训练与高校

教育相融合#如将拓展训练渗透到大学体育课程#与大学新生

军训相结合#或将拓展训练融入共青团活动及大学社团文化活

动中#促使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塑造和培养贯穿整个大学

时期)拓展训练的开展依赖于拓展培训师的合理组织引导#建

议鼓励和引导相关专业教师和辅导员参加拓展培训师资格认

证培训#在引进新教师和辅导员时侧重有拓展培训师资质的优

秀师资#提倡校企结合#将社会优质培训资源引入高校)

不断拓展和延伸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干预性训

练相关研究)有研究显示#在心理韧性研究内容方面#有关干

预与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分别占
'&)V

和
0&CV

#特别是干预

性的研究在近
'

年才出现&

$'

'

)目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

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尚未展

开&

$0

'

)研究若停滞于理论层面便丧失了指导现实的意义)本

研究意在抛砖引玉#建议在坚持和传承传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于积极心理学视野#不断拓展和延伸大学

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干预性训练的相关研究#促进大学生

塑造和培养健康的认知模式*积极的情感特质#提升大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进而自如地应对学业*情感*就业及社交过程中产

生的各种压力和创伤)

本研究在拓展训练干预结束后即时进行量表的测试#以此

来论证拓展训练干预手段对民航专业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后续并未持续追踪干预效果在时间上的延

续性#从而无法考察干预手段对干预效果随时间延续的变化趋

势)建议继续延长追踪时间#一方面检验拓展训练对干预效果

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便于与其他干预方式进行干预效果的比

较)有研究将心理韧性影响因素归为个人能力和人格特质*家

庭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
'

类&

$0

'

)另有研究认为#影响青少

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生活事件*家庭因素*

神经质和外向性*自尊*控制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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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

型胶原纤维)有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及

发展过程也是
?54

重建的过程#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不同

阶段和不同部位#

?54

的合成与降解速度是不同的#当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内的炎性反应增强#

?54

的降解速度大于合成速

度时#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变薄#对机械外力的抵抗作用减弱#最

终会导致斑块破裂&

(

'

)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F#++LE#,.

I#Q#F"P"JMHFP#OMEFH<<"

6

P"FE#,H+E+

#

B942

%能够平衡这一作

用#不但能够抑制
442+

活性#而且参与组织结构的建立与维

持#决定平滑肌细胞周围的基质蛋白裂解程度&

$%

'

)

B942.$

在

生理状态下主要由平滑肌细胞表达#在体内通过结合
442.$

形成非共价的复合物#阻断
442.$

与底物的结合#从而限制

442.$

降解胶原的作用&

$$

'

)本实验主动脉
442.$

*

B94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相较于正常饮食组#高脂饮食组*哌唑

嗪组的
442.$

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B942.$

蛋白表达水平降

低#且哌唑嗪组
44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高脂饮食组#

B94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高脂饮食组#提示哌唑嗪能降

低斑块内
442.$

蛋白水平的表达#增加
B942.$

蛋白水平的

表达#从而延缓动脉粥样斑块的发展#提高斑块的稳定性#这可

能也是哌唑嗪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之一)

降脂药物在临床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

治疗#效果确切#但临床上患者常合并多种疾病#如何应用单一

用药实现多功效及个体化用药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选择

性的
&

$

受体阻滞剂哌唑嗪是临床常见降压药#本研究通过探

讨哌唑嗪降压外的调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挖掘这种老药

的新用途#为临床高血压合并高脂血脂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患

者#在用药选择方面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临床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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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学生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干预措施的研究#可立足于心

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综合考虑文化*人格*兴趣*价

值观等个体特征#从认知*行为和意志等多维度多层面设计干

预方案)

参考文献

&

$

' 尹秋云
&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错位与

开发&

b

'

&

黑龙江高教研究#

1%$%

#

1(

$

$1

%!

$)).$)/&

&

1

' 席居哲#左志宏#桑标
&

心理韧性儿童的社会能力自我觉

知&

b

'

&

心理学报#

1%$$

#

0'

$

(

%!

$%1).$%'-&

&

'

' 张进#马月婷
&

主观幸福感概念*测量及其与工作效能变

量的关系&

b

'

&

中国软科学#

1%%-

#

11

$

C

%!

)%.)/&

&

0

' 曹科岩
&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b

'

&

教育评

论#

1%$'

#

1(

$

'

%!

-/./%&

&

C

' 杨欣#张文
&

心理韧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b

'

&

教育科学

研究#

1%$%

#

1$

$

/

%!

)C.)-&

&

)

' 叶星
&

高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

b

'

&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普教版%#

1%$C

#

''

$

$%

%!

-(./$&

&

-

' 胡月琴#甘怡群
&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

&

b

'

&

心理学报#

1%%/

#

0%

$

/

%!

(%1.($1&

&

/

' 丁新华#王极盛
&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b

'

&

心理科

学进展#

1%%0

#

$1

$

$

%!

C(.))&

&

(

' 毛振明#王长权
&

学校心理拓展训练&

4

'

&

北京!北京体育

大学出版社#

1%%0

!

0$.$$C&

&

$%

'方双虎#徐英武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拓展训练&

4

'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1

!

/-.$C0&

&

$$

'吴晓光
&

成都市高校体育教学中融入拓展训练的意义及

可行性分析&

b

'

&

科技展望#

1%$0

#

$1

$

/

%!

(&

&

$1

'

ALFFEP4&9M

6

<#KHF#",+"JPE+#<#E,KEK",KE

6

F+J"P+K#E,F#J#K

L,!EP+FH,!#,

G

&

b

'

&7,,^W7KH!@K#

#

1%%)

$

$%(0

%!

$.$1&

&

$'

'张婷#李惠萍#王德斌
&

心理韧性
$%

年文献回顾及其对心

理护理的启示&

b

'

&

护理学报#

1%$0

#

1$

$

'

%!

-'.-C&

&

$0

'

=<++",57

#

3",!H:

#

3LP,+b4

#

EFH<&7!"<E+KE,FPE+#<#.

E,KE

!

HK",KE

6

FH,H<

N

+#+

&

b

'

&b7!"<E+K

#

1%%'

#

1)

$

$

%!

$.$$&

$收稿日期!

1%$).%$.$$

!

修回日期!

1%$).%'.1$

%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C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