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10 月第 6卷第 10 期

基金项目：2020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团体绘画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的干预研究”（项目编号：

2020LSZ069）；2021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1KY0151）；2022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结题项目“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编号30213090306）。

通讯作者：李金德，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测量、艺术治疗、心理健康教育。 

文章引用：阴梦岩，李金德．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迁（2008—2020）：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

（10）：1862-1873．

https://doi.org/10.35534/pc.0610205

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迁（2008—
2020）：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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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对中国青少年心理韧性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纳入2008年至2020年间的368篇文献，涉及263 816名

青少年，同时收集其间的社会宏观指标。研究发现：（1）整体上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变化

而变化，其中男生心理韧性水平不变，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呈中等下降趋势；（2）整体上青少年心理韧性

与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都呈显著相关，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指标没

有显著相关性。性别在三个社会指标上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本研究探究了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近13年的变迁

趋势，结合社会宏观发展的指标进行了相应分析，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及干预方式建议，为干预调节

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提供了理论思路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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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心理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七部

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调要全

面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国家和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心理韧性是青少

年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预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了解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心理韧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弹性”，或“心理复原力”，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大

致有“结果论”“过程论”“特质论”三种观点［2］。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定义了心理韧性，虽各有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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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但都强调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核心是个体遇到了长期或重大压力逆境（如学习压力，人际压力，

自然灾害等）；第二个核心是个体化解了逆境带来的不良影响，且没有出现严重的心理及行为问题。根

据以上核心要素的定义，研究者们对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

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整体状况良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3，4］，还有些研究显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

仍有待提高［5，6］。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研究对象多元导致，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时段产生的年代

效应所致。那么，青少年整体的心理韧性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其随年代变迁又会表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

呢？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水平居高不下［7，8］，其自杀意念检出率相比以往也并

没有呈现下降趋势［9］。因此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应该保持不变甚至是降低。也有一些与之不同观点

的研究表明，我国在不断加大对学校心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大力弘扬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问题应该受到了更多的解决与关注，因此，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应该呈现上升趋势。本文将对

两种观点进行验证，从宏观的角度探究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整体概况及其与年代变迁之间的关系。此

外，也有必要研究一下性别在心理韧性状况上的差异，有很多研究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

结论。例如，有研究发现，男女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并无差异［10］，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女生的心理韧性

水平高于男生［11］，还有部分研究得出男生的心理韧性要高于女生［12］。因此，本研究也将对不同性别

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变化及差异进行客观的研究，解决以往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争议问题。

本研究拟采用的横断历史的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的方法能很好地满足研究目的，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最早由美国学者珍·特文格（Twenge）［13］提出并加以实践。

它采用“事后追认”的方式将孤立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使得这些研究作为关于历史发展的横

断取样，以此对大跨度时间内的心理变量进行研究，并从宏观上揭示心理变量随年代的变化趋势［14］。

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以将社会变迁层面的宏观变量（社会指标）与心理发展层面的微观变量（心理指

标）连接起来，以揭示心理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5，16］。目前我国已进行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群体不

同心理指标（心理健康、孤独感等）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7-19］。这些研究均表明青少年的不同心理指

标随年代有较显著的变化趋势，且社会变迁也是心理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该方法不仅可以探究

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趋势，还可以结合相关社会指标深入分析宏观社会因素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潜在

影响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框架，为提高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提供更系统的

干预思路。

横断历史研究不仅可以描述心理指标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还可以通过心理指标与社会指标的关系来

解释社会变迁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例如，如果当年或3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心理指标显著相关，则可

说明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心理变迁具有一定的“影响”［13，20］。关于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者

大多是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大方面来进行分析，许多实证研究就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影

响进行了调查［11，21］，但对于社会及社会环境变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则大多停留于理论分析或宏观描

述，而缺乏动态的数据说明［20］。综合以往研究，本研究拟选取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增长率及青少年犯

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三个社会指标，探究其对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除了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这一方法考察青少年整体及不同性别的被试心理

韧性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外，还将运用滞后相关分析考察心理韧性与居民消费水平等社会指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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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基于文献应用数量及问卷的适用程度，本文选用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作为研

究工具。该量表共27题，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个因子，其中前

三个因子归为个人力维度，后两个因子归为支持力维度。采用五点计分法，分数越高，表明心理韧性水

平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结构效度为0.54～0.73，以往相关文献对该量表的检验克伦巴赫

α 系数在0.75～0.9之间［21，22］，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质量较高。

2.2  文献搜索

2.2.1  文献搜集标准

在文献搜集时采取如下标准：（1）所有研究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即胡月琴、甘怡群的青少年心理

韧性量表；（2）研究报告中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数据（一般包括样本量、均值和标准差）；（3）研究对

象是中国大陆地区的青少年（初中、高中）；（4）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5）同一作者使

用同一批样本数据发表的不同文章，只选用数据完整且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参与元分析。

2.2.2  文献检索结果

在中国知网（CNKI）、维普资讯、万方等中文数据库中，分别以“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心

理复原力”“青少年”“初中生”“高中生”等词汇进行全文检索，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选

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368篇。由于采用的是2008年编制的量表，所以搜索的起止年份为2008年至

2022年。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研究方法的惯例，除去已注明数据具体收集年代的文献，其余文献的数据

收集年代（下文简称“年代”）均按照发表年代减去两年的方式进行计算［13，20］。因此本研究的年代

为2008至2020年，共13年。这些研究共涉及263 816名青少年，各年度所对应的文献数量和被试数量如

表1所示。

表 1  青少年心理韧性文献数量及历年分布情况

Table 1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o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ver the 

years

发表年代 文献篇数 样本量
性别

男生（篇数） 女生（篇数）
2010 1 707 1 1
2011 8 3659 3 3
2012 9 4141 8 8
2013 19 10 494 15 16
2014 22 11 639 15 15
2015 24 14 107 18 18
2016 34 22 981 27 27
2017 20 16 524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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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表年代 文献篇数 样本量
性别

男生（篇数） 女生（篇数）
2018 30 20 044 19 19
2019 45 33 475 32 32
2020 52 41 180 41 41
2021 55 40 185 41 41
2022 49 44 680 29 29
总计 368 263 816 264 265

2.3  文献编码与数据处理

按照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惯例［20，27］，本研究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文献编码、数据录入及分析工

作。首先赋予每篇文献唯一编号，之后再把每篇文献的发表年代、数据收集年代、数据收集地区、基本

数据（心理韧性均值、标准差和样本量等）等录入数据库。最后将文献中含有被试性别的分组报告结果

作为子研究录入数据库。具体编码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 ２  横断历史研究变量编码表

Table 2 Variable coding table for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变量名称 编码 文献篇数

期刊类型
1=核心刊物 53
2=一般刊物 74

3=学位论文或论文集 241

地区

0=无明确地区信息 42
1=东部地区 130
2=中部地区 111
3=西部地区 67

4=包含了上述两类或更多类 18

2.4  社会指标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本研究从社会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社会联结（人口增长率）和社会威胁（青少

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三大方面选取了3项社会指标来考察年代对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的“预

测”作用。社会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3  研究结果

3.1  青少年心理韧性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为直观描述青少年心理韧性随年代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以数据收集年代为横坐标，心理韧性均值为

纵坐标绘制散点图。如图1所示，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2008年到2020年间并无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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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1 Change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为了更加准确地量化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年代效应，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自变量，期刊类型及地区作

为控制变量，以青少年心理韧性均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不能显著的预测青少年

心理韧性均值的变化（β =-0.057，p=0.52>0.05；F（1，367）=2.983，p=0.03>0.01），仅可以解释心理

韧性1.6%的变异。同时，考虑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本研究把年代作为自变量，心理韧性均值作为因变

量，进行样本量加权的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加权样本后，年代对青少年心理韧性均值的预测

作用也不显著（β =-0.10，p=0.29>0.05；F（1，367）=1.133，p=0.29>0.05）。

表 3  青少年心理韧性对年代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age

变量
未控制前 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 样本量加权

β r2 β R2 β R2

心理韧性 -0.03 0.09 -0.06 0.02 -0.10 0.09

注：* p<0. 05，**p<0. 01，***p<0. 001。r 为未控制相应变量的相关系数，β 为控制相应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R2 为决定系数，下同。

除对青少年整体的心理韧性进行年代效应研究外，本研究根据文献搜集标准，结合264篇报告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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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子研究数据的文献，对男生和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也分别进行了横断历史元分析。从散点图（图2、

图3）可以粗略看出，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发展并无太大变化，但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图 ２  男生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2 Changes in mal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图 3  女生心理韧性的变化（2008—2020）

Figure 3 Changes in femal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0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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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量化这种关系，本研究在未控制、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和样本量加权的三种情况下对不

同性别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均值进行与年代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在未控制条件下（β =0.04，

p=0.72>0.05，R2=0.001）、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条件下（β =0.04，p=0.65>0.05，R2=0.013）、样本量加

权条件下（β =0.05，p=0.60>0.05，R2=0.001）均不能显著预测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而年代在未控制

条件下（β =-0.29，p=0.00<0.01，R2=0.033）、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条件下（β =-0.28，p=0.00<0.01，

R2=0.047）、样本量加权条件下（β =-0.36，p=0.00<0.001，R2=0.044）均能显著预测女生的心理韧性水

平，如表4所示。

表 4  男、女生心理韧性对年代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le and fema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age

变量
未控制前 控制期刊类型及地区 样本量加权

β r2 β R2 β R2

男生 0.04 0.00 0.04 0.01 0.05 0.00
女生 -0.29*** 0.03 -0.28** 0.05 -0.36** 0.05

注：* p<0. 05，**p<0. 01，***p<0. 001。

综上所述，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而变化，但在性别群体上呈现出男生心理韧性水平

不变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下降的趋势差异。

3.2  女生心理韧性随年代的变化量

由于青少年整体与男生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而变化，因此只需探究13年来女生心理韧性

均值的变化幅度，根据以往研究的做法［20］，通过计算反映其变化幅度的效果量（d）来衡量。具体计

算过程如下：首先，以心理韧性均值为因变量，以年代为自变量，对样本量进行加权，建立回归方程

（y = Bx + C，其中y为心理韧性均值，B为偏回归系数，x为数据收集年代，C为常数）；之后，分别将

2008和2020代入回归方程获得这两年的均值；最后求得M2008和M2020之差，再除以13年间的平均标准差

（MSD），即可得到心理韧性均值变化量的d值（d=（M2020-M2008）/MSD）。经计算，2008和2020年的心理

韧性均值分别为93.39分和89.19分，13年间女生心理韧性均值下降了4.2分，平均标准差为14.85，即d=-

0.28，表明下降了0.28个标准差。根据Cohen（1977）的标准，d值（绝对值）大于0.20且小于0.5，但较

为边缘，应属于“小效果量”。

3.3  青少年心理韧性与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

由上述结果可知，近13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无太大趋势的变化。那么，这种趋势是否

与社会变迁有关呢？基于以往研究的经验［27］，将心理韧性数据与当年或几年前的宏观社会指标进

行滞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社会指标中仅发现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与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

事犯罪比例增长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即二者可能是“影响”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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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社会指标与中国青少年心理韧性得分的相关性

Table 5 Cor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indicators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ores

社会指标
当年 3年前 5年前

β R2 β R2 β R2

青少年
居民消费水平 -0.04 0.001 -0.02 0.000 0.01 0.000

人口增长率 0.06 0.003 0.16** 0.024 0.03 0.001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0.16** 0.026 0.03 0.001 -0.02 0.000

男生
居民消费水平 0.05 0.002 0.04 0.002 -0.01 0.000

人口增长率 -0.03 0.001 -0.04 0.002 0.01 0.000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0.1 0.010 -0.02 0.000 0.01 0.000

女生
居民消费水平 0.01 0.000 0.00 0.000 0.01 0.000

人口增长率 0.01 0.000 -0.05 0.003 0.00 0.000
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 0.09 0.007 0.03 0.001 0.03 0.001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2008年至2020年间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化趋势，结果发

现整体上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保持稳定状态，没有随年代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进一步研究发现，

不同性别的心理韧性发展趋势稍有不同。其中，男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保持不变，而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

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不大。与前人研究相比，本研究在先前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研

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一是本研究引入了时间变量，增加了纵向视角考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变

化。二是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所中学或某一地区的青少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以一概全的推广性和代表性。同时，群体心理并

不等于个体心理的叠加，因此由样本结论推断总体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差。而本文采用的横断历

史研究方法，以前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了13年内我国各地的368项研究，该方法使得我们可以从

群体的角度对心理变量进行宏观整体的描述。另外，俞国良等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进行了横断历史研

究［23］，发现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趋于平稳，女生相比男生心理健康水平更低。这也与我们所得到的

结论相一致，心理韧性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体现，保持了同样的发展状态。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可靠性

较高。根据本研究的结论，一方面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解，同时也可扩大研

究范围进行探讨，例如这种稳定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否会持续到成年。另一方面，性别上心理韧性水平的

差异受到何种变量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可能更多的是由于男女群体本身所存在的差异而引

起，比如男女传统性别角色形象要求的差异或不同的认知方式等，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的下降也提出了

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例如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是否会一直下降，对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干预时

怎样设计更符合其特点的活动。

本研究共收集了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增长率等几个可能的社会宏观指标，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发展

的可能原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整体上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与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

率与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呈显著相关，纳入的社会指标与男生和女生群体的心理韧性水平均不相关。

由此可以初步认为，青少年心理韧性受这些社会宏观指标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因为数据的年份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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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13年），做出这样的结论仍旧需要谨慎。本研究认为，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以探究心理韧性和社

会宏观指标的可能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第一，扩大数据收集的年份，限于本研究量表编制

时间为2008年，只能等到更多的研究积累后才能实现。第二，除了本研究收集的社会宏观指标外，还需

要系统性的收集一些其他的社会宏观指标。第三，可以收集其他量表测量的心理韧性的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不同量表测量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需要加以考虑，即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可

能与社会宏观指标的关系真的“不紧密”，可以从中观数据（学校和家庭）和微观数据（青少年群体）

入手寻找到影响青少年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且这些研究仍然可以以横断历史研究入手。

由结果可知，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没有呈现上升趋势，甚至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呈现下降的趋

势，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而由于现在并不能确定青少年的心

理韧性受社会宏观指标的影响，所以可以从青少年的环境及受到的教育入手。在个体层面进行干预需要

基于个体自身及情境等因素进行，一是干预方式很难统一，二是效率往往会偏低，三是来访很难坚持，

脱失率高效果差［24］。因此，相比于个体干预，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韧性进行干预会更加高效［25］。在

干预背景上，考虑到青少年的主要活动范围，可以将学校作为主要背景［26］。在干预内容上，学校可以

从实践角度定期开设以心理韧性为主题的课程或团辅，也可以从认知角度来帮助青少年从中汲取力量，

正确看待逆境［27，28］。认知理论认为，不是逆境本身导致了痛苦，而是对逆境的不同解释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而对逆境的解释，则受到文化的影响［29］。中国文化传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传统

精神，注重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宇宙的联系，有利于青少年为逆境赋予积极意义，使自己更好地适

应环境［30］。因此可以将中国文化渗透进团体辅导或活动中，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上述启发性的结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心理韧性的灵

活定义决定了其具有较多不同侧重方向的量表，而不同测量工具之间是否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不同测量

工具进行比较是否能更全面的认识心理韧性，进而揭示潜在的影响因素这些仍有待研究，未来可以对使

用其他相关工具的文献进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并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另一方面，本研究虽然分

析了青少年心理韧性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探讨了社会宏观因素的潜在影响作用，但并没有对具体影响机

制进行更进一步的验证。未来可针对青少年心理韧性进行相关的追踪调查研究，将社会宏观理论与实际

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本研究仅对性别这一亚群体进行了结果分析，而独生子女与否，地区经济水平等

亚群体也具有较大研究价值，未来可以待文献数量充足时再进行更为深入且详尽的研究。最后，本研究

选取的是全国范围的青少年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了对特殊群体的心理与社会指标的描述。比

如对留守儿童，特殊儿童等群体，进行针对性的追踪研究可能更为严谨与准确。未来也应当关注某些特

定群体，进而探索出更精确的变量作用和更聚焦的干预方式。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对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2008—2020）进行探究，结果发现：

（1）整体上我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不随年代变化而变化，但男女生青少年表现不同，男生心理韧

性水平不变而女生心理韧性水平呈中等下降趋势。（2）整体上青少年心理韧性与3年前的人口增长率、

当年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都呈显著相关，但与居民消费水平等其他指标没有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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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男女生心理韧性与人口增长率、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比例增长率及居民消费水平均没有显著相

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才能进一步确认青少年心理韧性与社会宏观指标的关系。（3）以学校

为载体、结合中国文化定期开展相关课程与团辅可能是提升我国青少年心理韧性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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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China 
(2008-2020):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Yin Mengyan Li Jinde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the mental resilienc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cluding 368 literatures from 2008 to 2020, involving 263,816 adolescents, and collected 
social macro indicators during the perio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Overall,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Chinese adolescents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mong them,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malesremains unchanged, whil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females shows a moderate downward trend; (2) Overall,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adolescent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ree years ago and the growth rate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a percentage of criminal offenses that year, but not with the indicator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any of the three social 
indicato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nging trends i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over the past 13 years, and conducts corresponding analysis based on indicators of macro social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intervention suggestio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ideas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intervening and regulat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Chinese 
adolescen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dolescents;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Meta-analysis; Social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