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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孤独感与认知重评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作用，为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对

其自杀意念进行预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2021 年 6—7 月，从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 2 所高校随机选

取 1400 名大学生，对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认知重评及自杀意念进行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四者

关系。结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孤独感均有负向关联（r=-0.36，-0.42，

p<0.01）；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有正向关联（r=0.54，p<0.01）；孤独感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正向关

联（r=0.4，p<0.01）；孤独感与认知重评有负向关联（r=-0.23，p<0.01）；认知重评与大学生自杀意念

有负向关联（r=-0.42，p<0.01）；模型拟合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孤独感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大学

生自杀意念及认知重评调节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χ2/df=2.97，CFI=0.99，

TLI=0.97，SRMR=0.03，RMSEA=0.06）。结论：孤独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认知重评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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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我国，大学生的自杀十分严重，据调查，我国大学生在五类非正常死亡中，自杀死亡所占比

例最大高达 7.2%，是一般人群的 2-4 倍，并且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自杀包括自杀行为（suicidal 

behaviors）、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以及自杀计划（suicidal plan）等，其中，自杀意念是个

体自杀的前提，有自杀意念的个体，自杀的概率很高［2，3］，研究发现，因自杀死亡的人中有 80% 曾

在其自杀前表现出自杀意念［4］。自杀意念是指个体产生与死亡、自杀或者严重自我伤害等内容有关

的想法，但未付诸行动［5］。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中，约有 12.9%-20.5% 的个体曾有过自杀意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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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产生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从而为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预防与干预提

供理论支持。

1.1  孤独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孤独感（loneliness）是一种负性情绪体验，主要指个体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满意状态，具体表现

为抑郁、孤立、无助、精神空落等［8-11］。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主观认为可

能从周围环境获得的支持，尤其是心理和情感方面［12，13］。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是孤独感的主要预

测变量之一［14］。基于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少，心

理健康水平高，孤独感水平低［15-17］。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孤独感不仅与个体生活质量有关，而且会

导致个体出现自杀意念，甚至自杀行为等，按照自杀人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孤独感与自杀意念有关［18］，

孤独感是诱发个体自杀意念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19-22］。综上，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1：孤独感在领悟社

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1.2  认知重评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是指个体调整看待事件的视角，重新思考事件对自己的影响，进而

改变情绪［23］。情绪调节模型理论认为，认知重评水平较低的个体改善认知较难，情绪调节能力较弱，

负性情绪较多，容易产生自杀意念，而认知重评水平较高的个体能理性分析，改善认知，进而控制情绪，

减少负性情绪，从而抑制自杀意念的出现。已有研究表明，个体产生的自杀意念与其认知重评水平的高

低性调节有关［24-27］。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H2：认知重评在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中

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会随着认知重评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孤独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及认知重评

起到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见图 1），以期为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长期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孤独感

领悟社会支持 自杀意念

认知重评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的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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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法，于 2021 年 6—7 月，选取内蒙古自治区和山东省 2 所高校 1400 名在校大学生和

研究生，经知情同意后进行匿名调查。调查由接受训练的研究生担任主试，现场发放问卷，现场回收，

被试理解测试指导语，控制测试过程的最大标准化。回收有效问卷 1252 份，有效率为 89.43%。其中男

生 460 名（36.74%）， 女 生 792 名（63.26%）； 大 一 626 名（50%）， 大 二 372 名（29.72%）， 大 三

148 名（11.82%），大四 70 名（5.59%），大五 2 名（0.16%），研究生及以上 34 名（2.71%）；城市

588 名（46.96%），农村 664 名（53.04%）。本调查经过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审查。

2.2  方法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由 Zimet 等人（1988）编制［28］，中文版由姜乾金（2001）修订［29］，主要测量个体从周围环境中领

悟到社会支持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量表包括 12 个题目、3 个维度，每个题目

均按照 1 ～ 7 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95。

2.2.2  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

由 Osman 等人编制，中文版由王学志等（2011）修订［30］，主要测量近两周内个体的自杀意念情况，

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自杀意念越强烈。量表由 14 个题目、2 个维度组成，每个题目均按照 1 ～ 5 级评分，

其中自杀意念维度采用反向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90。

2.2.3  孤独感量表（Loneliness Scale，UCLA- Ⅲ）

由 Russell 编制，中文版选自汪向东等（1999）编写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31］，主要测量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知觉到的孤独感程度，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感到越孤独。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每个题

目均按照 1 ～ 4 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74。

2.2.4  认知重评量表（Cognitive Reappraisal Scale）

选自 Gross（2003）编制的《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中的认知重评分量表，中文版由李中

权等（2010）修订［32］，主要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重评策略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认知重评

策略水平越高。量表由 10 个题目组成，每个题目均按照 1 ～ 7 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α

系数为 0.91。 

2.3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用 Mplus8.3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拟合情况

并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2000 次［33］，检验中介、调节效应。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问卷所有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得到 10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共解释 68.10% 的变异，第 1 个因子解释了 24.74% 的变异，明显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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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法偏差问题［34］。检验水准 α=0.05。

3  结果

3.1  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认知重评及大学生自杀意念间的相关分析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与孤独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418，p<0.01）；

孤独感总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96，p<0.01）；认知重评总分与大学生自杀意念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416，p<0.01）。见表 1。

表 1  各主要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125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main variables（n=1252）

M 土 SD 1 2 3 4 5 6 7 ８
1 家庭支持 5.39 土 1.17 1
2 朋友支持 5.33 士 1.18 0.687** 1
3 其他支持 5.26 土 1.19 0.707** 0.85** 1
4 领悟社会支持 5.33 土 1.08 0.871** 0.93** 0.935** 1
5 孤独感 2.37 士 0.32 -0.34** -0.393** -0.41** -0.418** 1
6 认知重评 5.07 土 0.99 0.489** 0.504** 0.497** 0.544** -0.226** 1
7 积极自杀意念 2.30 土 0.77 -0.407** -0.399** -0.381** -0. 434** 0.374** -0.552** 1
8 消极自杀意念 1.71 土 0.96 -0.211** -0.164** -0.153** -0.192** 0.277** -0.189** 0.223**

9 自杀意念 1.97 土 0.71 -0.362** -0.322** -0.304** -0.36** 0.396** -0.416** 0.661** 0.879**

注：**p<0.01。

3.2  孤独感与认知重评的作用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理论模型与数据吻合，模型各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χ2/df=2.97，CFI=0.99，

TLI=0.97，SRMR=0.03，RMSEA=0.06）。

本研究数据运行结果如图 2 所示，领悟社会支持对孤独感预测作用显著（β 领悟社会支持→孤独感 =-0.436，

p<0.001）， 其 95% 的 置 信 区 间 为［-0.511，-0.365］； 孤 独 感 对 大 学 生 自 杀 意 念 预 测 作 用 显 著 

（β 孤独感→大学生自杀意念 =0.394，p<0.001），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275，0.543］；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孤

独感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间接效应大小为 0.172，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242，-0.116］；领悟社

会支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领悟社会支持→大学生自杀意念 =-0.079，p>0.05），其 95% 的置

信区间为［-0.198，0.049］，置信区间内包含 0，说明孤独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认知重评对大学生自杀意念预测作用显著（β 认知重评→大学生自杀意念 =-0.623，

p<0.001），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789，-0.498］；领悟社会支持与认知重评的交互项对大学生自杀

意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 领悟社会支持 × 认知重评→大学生自杀意念 =0.113，p<0.001），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023，

0.188］，说明认知重评显著地调节了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综上，我们认为，领

悟社会支持通过孤独感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并且认知重评调节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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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

积极自杀意念

消极自杀意念

大学生自杀意念

孤独感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领悟社会支持

0.698

0.324

0.763

0.913
0.928

-0.16

0.553

-0.088

-0.436 0.394

-0.079

0.113

-0.623认知重评

领悟社会支持 × 认知重评

图 2  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的内部机制模型图（标准化）

Figure 2 The internal mechanism model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standardized）

为深入分析认知重评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将认知重评分为高分组（M+1SD）、低分组（M-1SD），

然后做出其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两者关系中的简单斜率检验图（如图 3）。结果表明，在

低认知重评水平下，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0926，

p<0.05），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0714，-0.0138］；而在高认知重评水平下，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

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0.0023，p>0.05），其 95% 的置信区间为［-0.0846，0.0892］。

图 3  认知重评作为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图

Figure 3 A simple slope tes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s a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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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中，孤独感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日常生

活中，当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较少时，往往会怀疑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性格等，使其恐惧与他

人亲近，导致个体无法从身边的老师，朋友等处领悟到社会支持，诱使个体认定自己孤身一人，最终

导致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并产生抑郁、孤独等消极感受［35］。此外，个体长期处于孤独感笼罩之下，

会进一步增加其消极情绪体验，导致其产生抑郁［36，37］，最终导致个体产生自杀意念。因此，大学可

以通过定期组织团体心理辅导课程，加强师生交流等方式减少个体孤独感体验，进一步控制自杀意念

的产生。

此外，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显著地调节了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具体来讲，在

低认知重评水平下，领悟社会支持能显著地负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而在高认知重评水平下，领悟社

会支持不能显著地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由此可以说明，认知重评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低领悟社会

支持时，可以较好地改善自我认知，重新看待领悟社会支持低的原因，并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减少消

极情绪体验，提升幸福感［38］，最终避免自杀意念的发生。因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应当

注重培养提高个体的认知重评能力，向积极方向调整其归因方式，从而促进其积极情绪体验，避免自杀

意念的产生。

本研究有以下两点不足，有待提高完善。第一，本研究全部采用一次性收集的问卷自评数据，且研

究中一半变量属于消极的心理行为特征，被试作答时可能会考虑到社会赞许性而虚假报告，并且由于方

法学限制，并不能有效分离出这些虚假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实验设计纳入问卷调查中，减

少虚假偏差造成的不良影响。第二，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中，孤独感和认知重评是

两个不同的影响机制，认知重评是抑制机制，而孤独感却是加速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加速机制与抑

制机制之间应当还存在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内部机制来关联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局限于最初的研究思路，

本研究对此更深层次的内部机制无法继续探讨，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上两方面入手，深入对大学生自杀意

念的发生发展机制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孤独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完全中介作用及认知重

评的调节作用，为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从某种程度证实了孤独感与认知重评

对减少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性，同时研究结论为为减少大学生自杀意念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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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Loneliness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Comprehe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Zhang Yinan Mao Yuxuan Sun Mengya Yang Xiaofeng

College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oneliness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comprehe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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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ntervening in 
their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From June to July 2021, 14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Shandong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onelines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establish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Result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uicidal 
ideation and lonel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r=-0.36, -0.42, p<0.01);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r=0.54, p<0.01); lonelines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r=0.4, p<0.01); lonelines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r=-0.23, p<0.01); cognitive reappraisal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r=-0.42, p<0.01); the model fitting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s completely mediating through lonelines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df=2.97,CFI=0.99,TLI=0.97, SRMR=0.03, 
RMSEA=0.06). Conclusion: Loneliness plays a completel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Key word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Loneliness; Cognitive reappraisal;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