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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适应的关系：
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作用

陈雪蕊  张  梦  雷天阳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国高中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心理适应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本研究拟

揭示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适应的关系，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两者间的作用。采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量

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848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未

来积极、未来坚持、未来计划和未来清晰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呈显著正相关，和心理适应呈显著负相关；未来消

极和未来迷茫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心理适应呈显著负相关。（2）未来消极对心理适应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

用；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迷茫、未来坚持、未来清晰、未来计划和心理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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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我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仍未改变。在此背景下，学

业压力、人际困扰、家庭关系等复杂因素交织，对高中生心理健康不断发出挑战。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

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中指出（2023），我国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

突出，青少年抑郁表现占比 14.80%，其中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40.00%，远远高于初中生和小学生，高

中生的心理健康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其中，作为高中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容，心理适应引起

诸多研究者的兴趣。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justment，PA）是指个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中做出的能

动反应，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达到主体与环境的平衡状

态（Cheng et al.，2014）。根据压力与应对理论，处于压力情境的个体会不断调整自身以应对该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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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若仍无法减轻或解除压力，最终会导致适应不良的疾病（Lazarus，1974）。在儿童青少年阶段，研究

者常用抑郁、焦虑、孤独感、社交焦虑和自尊等内隐指标来反映个体的心理适应状况（Ladd and Troop-

Gordon，2003；Moreira and Telzer，2015；刘俊升 等，2015）。一方面，环境因素会直接影响心理适应

状态，如感知到父母施加的学业压力能够直接即时影响并且长期预测青少年的心理适应问题（熊茗伶 等，

2024）；较本地青少年而言，易地扶贫搬迁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显著偏高，心理适应状况较差。另一方

面，个体的积极特质能够作为心理适应的保护因子，如积极的逆境信念可以促进处于不利环境下的个体

调整心理适应状况，获得更多的正向情绪体验，提高学业相关的适应性，对经济困难的青少年具有长期

的保护作用（Shek，2004）。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仅会影响其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

因此，关注高中生的心理适应状况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中生处于心理较于生理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对未来人生规划模糊甚至缺乏相关意识，而将更多

的精力集中于当前的学业。根据休珀（Super，1980）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高中生正值探索阶段，在专

注于当前学业的同时，也应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未来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动

倾向上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吕厚超，2014）。近年来，研究者对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关注度在

不断增加，研究结果日益丰富，多集中于在学业状况、学校适应、心理健康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已有研

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焦虑、抑郁等心理适应状况相关。未来时间洞察力较低的个体，由于对自身未

来的规划不清晰，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从而生活态度更悲观，更容易焦虑（Shipp et al.，2009）；

相比之下，积极关注未来事件与未来目标的个体，其焦虑与抑郁水平更低（Stolarski and Matthews，

2016）。一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预测心理适应水平，低水平的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低生活满意

度、 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Allemand et al.，2012；Hicks et al.，2012），是焦虑的重要的预测因子（Bluck 

and Liao，2019）；另一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还能通过其他因素对心理适应产生间接影响，如自我效能

感和应对方式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焦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龚雪映 等，2023），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

通过降低手机成瘾，进而减少学生的抑郁水平（李莉 等，2023）。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未来时

间洞察力可以正向预测高中生的心理适应水平。

个人成长主动性是一种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有意识、有目标地寻求自身进步的意识与心理倾向

（Robitscheck，1988）。以往研究表明，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幸福感和抑郁等密切相关，通过个人成长主

动性的发展速度预测幸福感的发展速度（张樱樱 等，2023）。同时，通过提高青少年群体的个人成长主

动性，可以缓解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的影响（陈瑶 等，2021）。魏果德（Weigold）的多项研

究证明，个人成长主动性与特质性焦虑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Weigold 

and Robitschek，2011；Weigold et al.，2013）。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中计划性和利用资源

两个维度对心理健康状况具有一定的预测力（王晓娜、韩健，2020）。这是由于个人成长主动性高的个

体比较善于利用身边的资源，促进自身在人际交往、学业、工作等各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呈现出良好的

心理适应性（朱倩倩，2015）。根据以上实证研究，我们推测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心理适应关系密切，可

能是心理适应的保护性因子。

埃里克森（Erikson，1968）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处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其主要任务是发展

自我同一性。即思考“我是谁”“我未来要做什么”的问题。因此，更多考虑自己未来的青少年会付

出更多努力，并对未来职业规划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体现出较高的个人成长主动性（Peetsm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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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同时，高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个体拥有更清晰明确的未来规划，表现为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职

业探索，更多思考自身的未来发展道路，更加明确要达成计划目标的行动路径，从而在目标的指引下

对未来规划具有更高的行动力（Dorssen-Boog et al.，2020；Robitschek and Cook，2013；Shorey et al.，

2007）。个人成长主动性包含了认知与行为，是认知与行为的结合（Robitschek et al.，2012）；而未来

时间洞察力作为一种和未来的认知与行为相关的人格特质，与个人成长主动性相关，对未来进行合理规

划既是个人主动成长的结果，也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方向和动力（陈燕禧，2020；许丹佳 等，2019）。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个人成长主动性可能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心理适应的关系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对于未来时间洞

察力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探析，尤其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来规划

和个人发展相辅相成。基于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索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心理适应的影响，

并进一步考察个人成长主动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四川省阿坝州两所中学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纸笔施测，填写完毕当

堂回收。共发放问卷 872 份，回收有效问卷 848 份，有效率为 97.2%。其中男生 357 人（42.1%），女

生 491 人（57.9%）；高一 312 人（36.8%），高二 362 人（42.7%），高三 174 人（20.5%）；住校学生

724 人（85.5%），走读学生 123 人（14.5%）；被试平均年龄为 14 ～ 20（16.77±1.06）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

采用吕厚超（2014）编制的中国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主要测量个体关于未来时间的人格特征。

量表共 28 个题目，由未来消极、未来积极、未来迷茫、未来坚持、未来清晰、未来计划六个维度组成。

采用 5 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其中，未来消极、未来迷茫得分越高，代表未来

时间洞察力越差；未来积极、未来清晰、未来计划、未来坚持得分越高，代表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好。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89。

2.2.2  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

采用罗比切克等人（Robitschek et al.，2012）编制，郭纪昌和叶一舵（2016）修订的第二版个人成

长主动性量表，主要测量个体积极主动进行自我改变的心理倾向。量表共 16 个题目，由计划性、对改

变的准备、利用资源和主动的行为四个维度组成。采用 5 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人成长主动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91。

2.2.3  焦虑自评量表

采用 Zung（1971）编制，刘贤臣等（1997）修订的焦虑自评量表中文修订版，主要测量个体的焦虑

水平。量表共 20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从“1”没有 / 很少时间到“4”绝大部分 / 全部时间，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的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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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拉德洛夫（Radloff，1977）编制，陈祉妍等（2009）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修订版，主

要测量抑郁心境和体验，要求被试对最近一周出现的抑郁感受频度进行评价。量表共 20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1”表示几乎没有，“4”表示总是，其中 4 个题目为反向条目，重新积分后计算出的均值代

表个体的抑郁水平，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91。

2.3  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相同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得到学生本人的知

情同意后展开研究。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要求被试真实独立作答，全部施测大约 20 分钟。使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采用 SPSS 26.0 和 Mplus 8.3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子

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7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9.17% ，小于临界值 40% ，表明本研究中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除未来计划外，未来时间洞察力各维度之

间均显著相关，个人成长主动性各维度之间均显著相关，与其他变量均显著相关。除未来计划外，焦虑

和抑郁与其他变量均显著相关。

表 1  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N=848）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N=848)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未来消极 2.22±0.80 1

2. 未来迷茫 2.90±0.84 0.69*** 1

3. 未来积极 3.83±0.71 -0.47*** -0.36*** 1

4. 未来坚持 3.43±0.57 -0.30*** -0.29*** 0.37*** 1

5. 未来计划 3.11±0.49 0.03 -0.06 0.19*** 0.39*** 1

6. 未来清晰 4.00±0.60 -0.46*** -0.33*** 0.60*** 0.39*** 0.16*** 1

7. 对改变的准备 3.69±0.62 -0.28*** -0.28*** 0.30*** 0.46*** 0.21*** 0.32*** 1

8. 计划性 3.44±0.68 -0.29*** -0.37*** 0.25*** 0.44*** 0.32*** 0.28*** 0.74*** 1

9. 主动的行为 3.56±0.69 -0.27*** -0.31*** 0.26*** 0.46*** 0.22*** 0.28*** 0.67*** 0.70*** 1

10. 利用资源 3.39±0.82 -0.19*** -0.21*** 0.22*** 0.37*** 0.20*** 0.20*** 0.58*** 0.60*** 0.63*** 1

11. 抑郁 1.92±0.50 0.43*** 0.34*** -0.24*** -0.22*** -0.03 -0.20*** -0.28*** -0.27*** -0.28*** -0.35*** 1

12. 焦虑 1.86±0.38 0.40*** 0.29*** -0.21*** -0.19*** -0.03 -0.21*** -0.26*** -0.25*** -0.23*** -0.30*** 0.63*** 1

注：*** 代表 p <0.001，**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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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六个维度与心理适应之间的中介效

应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 Mplus 8.3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个人成长主动

性在未来消极、未来迷茫、未来积极、未来坚持、未来计划、未来清晰与心理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参

考金斯伯里（Kingsbury）等的做法，将焦虑和抑郁得分转化为标准分并合成心理适应不良的测量指标，

分值越高说明心理适应问题越多。同时，将对改变的准备、计划性、主动的行为、利用资源作为个人成

长主动性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在模型中控制了年龄和年级对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1.45，CFI=0.99，TIL=0.98，RMSEA=0.30，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采取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估计（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显示未

来消极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适应（β =0.42，p<0.001），95% 区间为［0.28，0.58］，但无法显著预测个人

成长主动性（β =-0.06，p>0.05）。未来迷茫通过个人成长主动性（β =-0.20，p<0.01）显著负向预测心

理适应（β =-0.27，p<0.01），95% 区间为［-0.34，-0.05］。未来坚持通过个人成长主动性（β =0.38，

p<0.001）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适应，95% 区间为［0.26，0.49］。未来计划通过个人成长主动性（β =0.12，

p<0.05）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适应，95% 区间为［0.03，0.22］。未来清晰通过个人成长主动性（β =0.13，

p<0.05）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适应，95% 区间为［0.002，0.25］。未来积极无法显著预测个人成长主动性

（β =-0.02，p>0.05）与心理适应（β =-0.03，p>0.05）。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迷茫、未来坚持、未来

计划、未来清晰与心理适应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值为 -0.08。

图 1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机制（为使结果清晰，未显示非显著路径）

Figure 1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non-

significant path is not shown to make the results clear)

4  讨论

研究发现，心理适应与未来消极和未来迷茫呈正相关，与未来积极、未来坚持、未来计划和未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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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对未来有更清晰的认知，更积极的情绪体验，更多的坚持性和计划性的高中生，

会表现为更好的心理适应状态。以往的研究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较高的学生其坚持性、积极情绪

体验和自我效能感水平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在遇到挫折与困难时，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环境，倾向于

对未来积极事件进行想象和预测，从而较少地感受到情绪困扰与失落（CYCON and Zelenski，1998；

D’Argembeau et al.，2010）。基于压力和应对理论，具备良好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高中生能够更清晰地认

识未来可能的事件和挑战，减少由迷茫和不确定带来的心理压力，通过提前了解并规划，从而更有信心

地面对未来和挑战，减轻自身的焦虑和紧张感。这种预见性的思考和规划有助于增强高中生应对困境的

能力和灵活性，更好地适应生活中的变化，减少未知和变动带来的负面情绪，从而促进心理适应（Strick 

et al.，2016）。

研究发现，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各维度与心理适应呈显著负相关，即个人成长主动性高的高中生具有

更深刻的自我认知，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有计划性也更愿意主动

寻求他人支持和帮助，以积极的心态去克服困难，因此，更有助于保持和提高心理适应状况。以往研究

表明，个人成长主动性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青少年个人成长主动性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

关（Zimmerman，2000），与心理压力呈负相关（李美华、余彩云，2019），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结论。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会对其心理健康和适应产生重要影响（Ryan and 

Deci，2000）。个人成长主动性可以被视为自主性的一种表现，通过自主地设定目标、寻求成长和发展

的过程，个体可以提高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满足感，从而促进心理适应。因此，高中生的个人成长主

动性在促进心理适应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有助于高中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压力，还能够培养

积极的心态、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全面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未来消极显著预测心理适应，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迷茫、未来坚持、未

来计划、未来清晰和心理适应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当高中生对未来持消极态度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阻

碍了个体过去—现在—未来的联通，他们会担心自己无法实现理想的未来，担心面对未知的挑战和困难，

继而感到焦虑和担忧，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导致心理适应水平下降（Liu and Huang，

2019）。希望绝望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适应受到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和期待的影响。持续性的消极态度

和对未来的绝望可能会导致心理适应水平下降，因为个体缺乏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和信心，无法有效地应

对挑战和困难（Snyder，2002）。高中阶段正处青春“动荡期”，青少年的人格和价值观还不稳定，当

高中生对未来感到消极，会认为未来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迷雾，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沮丧和无助，甚至怀

疑自己的能力，缺乏动力和目标感，以逃避的态度来面对未来的变化和挑战，陷入负面情绪的沼泽。

但对高未来时间洞察力的高中生，系统的未来规划、清晰的未来愿景、长期的未来坚持和可控的未

来迷茫，可以帮助个体找到未来方向，明确未来目标，培养坚强品质，更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境，

主动地促进个人提升、发展个人技能，以及追求个人使命（Duckworth et al.，2007；Sheldon and Elliot，

1999）。通过主动性，高中生能够更主动地塑造自己的未来，培养适应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生活中的

变化和不确定性。如面对未来要选择的专业和职业方向，高中生可以主动地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职业规

划课程和学校的兴趣小组等，来主动进行自我评估，分析自己的兴趣、技能和价值观，制定更符合自我

发展需求的未来规划，从而增强信心，提高心理适应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积极虽然与个人成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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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各维度和心理适应相关，但其预测效果不明显。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六个维

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维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进而预测其他变量；另一方面，

相较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消极情绪往往更加强烈和持久，导致人

们难以摆脱，进而影响心理适应能力（Etkin et al.，2006）。

研究揭示了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心理适应的积极影响及作用机制。除此之外，本研究重要的实

践启示在于，家长和教师需要引领孩子对未来的思考，促进其未来思维，进而促进孩子的个人成长，激

发内在动力和成长热情，提高和改善孩子的心理适应能力及状态。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

在不足之处，一是问卷调查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受社会期许的影响较大；二是本研究仅选取高中生作为

研究对象，青少年在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发展任务及身心特点各不相同，未来可针对不同学段（如小学、

初中）以纵向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5  结论

（1）未来积极、未来坚持、未来计划和未来清晰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呈显著正相关，和心理适应呈

显著负相关；未来消极和未来迷茫与个人成长主动性和心理适应呈显著负相关。

（2）未来消极对心理适应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个人成长主动性在未来迷茫、未来坚持、未

来清晰、未来计划和心理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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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Chen Xuerui Zhang Meng Lei Tianya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the mental health issues of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between the two. A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Scale, Zung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mong 848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Future positivity, future persistence, future clarity, and future planning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future negativity and future confusion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2) Future negativity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ct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future confusion, future persistence, future clarity, future planning,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Key words: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ndividual proactive growth; High schoo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