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ural Injury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September 2021, Vol.16, No.9

·论著·
大学生自杀意念状况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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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济南市某师范院校大学生的自杀意念状况与所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个体心理资本的关

系。方法：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和自杀意念量表对济南市某师范院校499名在校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8.02%，不存在性别差异。大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

得分与自杀意念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32，P<0.01），心理资本水平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r=－0.60，P<

0.01）。Bootstrap 方法分析显示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3.33%。结论：该师范院校学生自杀意念较高，其自杀意念与所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个体心理资本高度相

关，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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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Jinan. Methods: A total of 499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Jinan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Scale (ASLEC),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PQ), and 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 (SIOS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suicidal ideation was 8.02% , and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The score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icidal ideation score (r=0.32, P<0.01); psychological capital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r=－ 0.60, P<0.01). Bootstra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ccounted

for 33.33% of the total variance. Conclusion: The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s high and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role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icidal ideation.

Key words negative life ev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icidal ideation; college student

自杀已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首要

原因[1]，而自杀意念作为自杀行为的临床阶

段，可以对其进行显著预测[2]。易感性模型

认为，应激因素和素质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

自杀意念[3]。应激因素常指生活事件，研究

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

关[4-6]。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括乐

观、自我效能、希望和韧性四要素[7]，低心理

资本的个体更易产生自杀意念[8]。目前没有

研究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心理资本和自杀意

念三者的内在机制，本研究通过对济南市某

师范类大学生自杀意念现状进行调查，进一

步探讨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

念间的中介作用，为高校教育者提供学生自

杀干预的工作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山东省济南市某师

范类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发放 536 份，剔

除无效问卷共收回49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93.1%。

1.2 方法

采用以下量表对受试者进行调查：①一

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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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生源地、家庭月收入等信息。②自杀意念量表：采

用夏朝云等[9]于 2002年编制的自杀意念量表，共 26个

项目，包括掩饰、绝望、乐观和睡眠4个维度，采用“是”

与“否”计分。其中绝望、乐观、睡眠3个维度得分相加

为自杀意念总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量表总分

≥12分，说明参与作答者有明显自杀意念；掩饰维度得

分≥4分，视为无效问卷并剔除。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③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采用

Holme和Rahe于1967年编制、刘贤臣等[10]修订的青少

年生活事件量表，共27个条目，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

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 6个维度。每个条

目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评分，采用6点计分，从

“未发生”到“发生过，极重影响”分别计 0~5分。所得

分数越高，说明其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压力就越大。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④心理资本

量表：采用张阔等[11]于 2010年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

卷，共 26个项目，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 4个

维度，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别计 1~7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

述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对自杀意念量表和负性生

活事件量表得分进行非参数秩和检验，心理资本量表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使用 AMOS 软件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检验负性生活事件、心理资本和自杀意念之间的

中介关系，通过Bootstrap程序检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第 1 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8.405% ，小于

40.000%，共同方法偏差未在本研究中造成严重影响。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自杀意念、负性生活事件

与心理资本得分比较

结果显示，男生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其他维度和心

理资本韧性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5），在心理

资本自我效能维度水平上显著高于女生（P<0.01）。独

生子女的自我效能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P<0.01）。不

同生源地和家庭月收入的学生在自我效能维度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城市学

生的自我效能显著高于农村学生（P<0.01）；家庭月收

入高的学生自我效能显著高于收入较低的学生（P<

0.01），见表1。

2.3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心理资本与自杀意念的相

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呈

显著正相关（P<0.01）；心理资本与自杀意念呈显著负

相关（P<0.01）；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资本呈显著负相

关（P<0.01），见表2。

2.4 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

作用

以负性生活事件得分为自变量，心理资本得分为

中介变量，自杀意念得分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图1）进

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各拟合指数良好，见表

3。 Bootstrap 分析结果显示，直接效应为 0.26（P<

0.01），95%CI（0.17，0.38），间接效应为 0.13（P<0.01），

95%CI（0.05，0.22），负性生活事件——心理资本——

自杀意念各路径的95%CI都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

占总效应的33.33%，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

意念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见表4。

3 讨论

根据SIOSS评分标准，自杀意念量表总分≥12即

说明作答者有明显自杀意念，本研究中有 8.02%的大

学生达到该标准，其中女性 30 例（8.04%），男性 10 例

（7.94%），高于赵玉[12]的结果（6.47%）。针对自杀意念

的性别差异，不同研究者持不同观点，有的研究结果显

示女性自杀意念显著高于男性[12]，也有研究结果显示

男性自杀意念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13,14]，本研究中自杀

意念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与杨新

国的研究结果一致 [15]，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抽样有关。

本研究抽取的对象为师范类大学生，很多学生为迎合

家人期望选择师范专业，违背自己的职业兴趣[16]。男

生在师范院校面临的最大压力为专业认同感偏低，女

生的压力则集中在人际关系和就业方面[17]，导致幸福

感的降低和自杀意念的增强。

研究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

相关，是个体自杀意念的“扳机”，起到直接促进作用[18]，

佐证了前人研究结果[19]。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则与其

自杀意念呈显著负相关，即低心理资本水平引发高自

杀意念。这与Abramson提出的“自杀的无望理论”相

吻合，且Beck的研究结果已证实青少年自杀与无望感

相关[20,21]，无望感高的学生自杀意念强于无望感低的个

体[22]，高无望感可预测 91%~94%的自杀率[6]。负性认

知推理是无望感的认知因素，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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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性别

男

女

是否独生

独生

非独

学龄段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例数

126

373

203

296

41

187

153

118

统计

值

t/Z值

P值

t/Z值

P值

F/χ2

P值

自杀意念

绝望

3.42±3.10

3.56±2.90

－0.85

0.40

3.42±2.84

3.60±3.02

－0.47

0.64

3.17±3.04

3.78±2.97

3.16±2.74

3.72±3.11

6.05

0.11

乐观

0.49±0.94

0.55±0.93

－0.99

0.33

0.50±0.93

0.56±0.94

－1.20

0.23

0.63±1.07

0.52±0.90

0.49±0.89

0.58±1.00

1.75

0.63

睡眠

1.23±1.17

1.27±1.16

－0.38

0.70

1.18±1.17

1.32±1.16

－1.50

0.14

1.27±1.10

1.19±1.14

1.25±1.14

1.38±1.25

3.63

0.30

总分

5.14 ±4.27

5.38±3.98

－0.87

0.38

5.10±4.01

5.47±4.09

－1.11

0.27

5.07±4.16

5.49±4.09

4.90±3.73

5.68±4.37

5.74

0.13

负性生活事件

人际关系

10.44±5.07

10.68±4.92

－0.64

0.52

10.39±4.83

10.77±5.04

－0.73

0.47

11.90±5.38

11.13±5.20

10.48±4.70

9.54±4.55

4.50

0.21

学习压力

11.37±5.03

11.63±4.50

－0.91

0.36

11.27±4.45

11.77±4.75

－1.03

0.30

12.71±4.33

11.64±4.91

11.42±4.11

11.23±4.92

3.13

0.37

受惩罚

11.13±6.06

10.28±4.82

－0.38

0.71

10.37±5.12

10.57±5.21

－0.70

0.49

11.49±5.56

10.61±5.78

10.20±4.57

10.33±4.74

2.06

0.56

丧失

4.95±2.81

5.04±3.09

－0.44

0.66

4.88±2.84

5.11±3.14

－0.17

0.87

4.51±2.51

5.19±3.27

4.88±2.72

5.09±3.15

2.04

0.56

生源地

城市

城镇

农村

家庭月收入/元

2000以下

2000～3999

4000～6999

7000～9999

≥10000

197

125

177

24

114

167

88

106

F/χ2

P值

F/χ2

P值

3.69±3.06

3.36±2.85

3.46±2.89

0.75

0.69

4.88±3.46

3.41±2.97

3.45±2.80

3.18±2.89

3.75±3.03

6.60

0.16

0.54±0.96

0.59±1.05

0.49±0.82

0.01

0.99

0.33±0.56

0.63±0.94

0.54±0.97

0.42±0.78

0.57±1.03

4.24

0.37

1.38±1.17

1.17±1.20

1.20±1.12

3.88

0.14

1.75±0.99

1.23±1.25

1.18±1.11

1.13±1.07

1.42±1.23

9.21

0.06

5.60±4.29

5.12±4.06

5.15±3.79

1.12

0.57

6.96±4.33

5.27±4.05

5.17±3.91

4.73±3.83

5.74±4.34

7.49

0.11

10.34±4.94

11.02±4.82

10.65±5.07

2.30

0.32

12.71±4.65

11.00±5.23

10.76±4.78

9.50±4.28

10.43±5.35

11.19

0.02

11.15±4.56

11.63±4.64

11.98±4.70

3.21

0.20

15.33±5.33

11.82±4.29

11.40±4.38

11.24±5.04

10.97±4.55

15.91

0.01

10.30±5.23

11.22±5.56

10.18±4.78

5.60

0.61

10.50±3.38

10.26±4.65

10.56±4.71

10.43±5.71

10.68±6.24

2.04

0.73

5.00±3.23

5.26±3.11

4.86±2.69

2.80

0.25

4.96±2.31

4.86±2.88

5.09±2.98

5.02±3.16

5.08±3.28

1.20

0.88

表1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心理资本、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比较（分，x±s）

后，有负向加工偏好，会对自己形成负向的认知[23]，进

而产生无望感，引发自杀。心理资本的乐观和希望维

度可以强化负向认知的减少，削弱学生的无望感，以达

到降低自杀意念的目标。

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负性生活事

件对大学生的自杀意念不仅起直接影响作用，还通过

心理资本的部分中介效应起间接作用，其路径为：负性

生活事件——心理资本——自杀意念。有机体-环境

互动理论认为，个体与情境（负性生活事件）的相互作

用影响社会心理适应（如自杀意念）[24]。同样应激——

易感性模型提出自杀者受环境应激因素（负性生活事

件）和个体易感性因素的相互作用[25]，心理资本，作为

一种“类状态”变量，介于特质性和状态性之间，既相对

比较稳定，又可以通过干预措施进行开发，或受影响而

产生波动[7]，符合应激——易感性模型中易感性特点的

描述，相对稳定却又并非一成不变[26]。该模型同样适

用自杀意念的解释[27]。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应激因素，

会对个体的自杀意念产生直接影响，即经历更多的生

活事件将导致自杀意念的增强；心理资本作为易感性

因素，受负性生活事件增多的影响，用以应对自杀意念

绝望感的支持性因素（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作

用被削弱，进而导致自杀意念增强。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师范生作为教育力量

后备军，多对该群体寄予厚望，却少有研究关注其负面

情绪，如自杀意念的情况。本研究发现，师范生的自杀

意念高于普通大学生，且男女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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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性别

男

女

是否独生

独生

非独

学龄段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负性生活事件

健康适应

5.80±2.70

5.95±2.66

－0.62

0.53

5.82±2.73

5.97±2.62

－0.96

0.34

6.78±2.40

6.05±2.87

5.73±2.51

5.61±2.57

9.94

0.02

其他

7.33±3.23

6.57±2.80

－2.26

0.02

6.94±2.75

6.64±3.05

－2.19

0.03

6.78±3.05

6.93±3.12

6.65±2.80

6.62±2.76

0.65

0.89

总分

51.02±21.09

50.13±18.88

－0.09

0.93

49.67±18.58

50.83±20.03

－0.45

0.65

54.17±19.17

51.56±21.45

49.36±17.23

48.42±18.81

4.23

0.23

心理资本

自我效能

34.50±7.50

31.80±6.39

3.914

0.01

33.43±6.80

31.84±6.70

2.59

0.01

31.71±6.19

31.81±7.22

32.73±6.31

33.52±6.78

1.79

0.15

韧性

29.50±6.69

28.12±6.20

2.12

0.03

28.38±6.08

28.53±6.54

－0.26

0.79

28.05±5.70

27.95±6.70

29.08±6.23

28.64±6.13

0.97

0.40

希望

29.39±6.33

30.14±5.61

－1.25

0.21

30.34±5.91

29.68±5.72

1.25

0.21

30.00±5.06

29.83±5.89

30.06±5.78

29.97±6.00

0.04

0.99

乐观

30.35±6.11

30.67±5.16

－0.57

0.57

30.50±5.61

30.64±5.27

－0.28

0.78

30.22±5.07

30.79±5.42

30.56±4.92

30.42±6.11

0.19

0.90

总分

123.74±21.34

120.73±18.23

1.42

0.16

122.65±19.63

120.69±18.69

1.13

0.26

119.98±17.00

120.39±18.99

122.42±19.02

122.54±20.08

0.54

0.66

生源地

城市

城镇

农村

家庭月收入/元

2000以下

2000～3999

4000～6999

7000～9999

≥10000

5.85±2.85

6.02±2.44

5.90±2.62

1.70

0.43

6.79±2.75

5.84±2.22

5.93±2.59

5.76±2.71

5.87±3.15

5.73

0.22

6.90±2.88

6.97±2.88

6.45±3.00

6.62

0.04

6.67±2.78

6.50±2.46

6.74±2.99

6.88±3.10

6.98±3.20

0.93

0.92

49.54±19.61

52.12±20.27

50.02±18.68

1.70

0.43

56.96±16.38

50.28±17.75

50.49±18.40

48.83±20.60

50.01±22.27

8.20

0.08

33.82±6.99

32.34±6.29

31.10±6.62

7.72

0.01

32.33±5.36

30.72±7.15

32.37±6.96

33.67±5.84

33.62±6.77

3.43

0.01

28.60±6.33

28.50±6.29

28.30±6.43

0.11

0.90

29.13±5.60

27.84±6.01

28.58±6.55

28.85±6.17

28.50±6.73

0.43

0.78

30.41±6.02

29.56±5.63

29.71±5.68

1.04

0.35

29.88±6.24

29.23±6.06

29.87±5.33

30.75±5.54

30.20±6.34

0.92

0.45

30.57±5.87

30.30±4.90

30.80±5.24

0.32

0.73

31.13±5.71

30.12±5.38

30.50±5.36

31.56±4.63

30.28±6.00

1.07

0.37

123.40±20.37

120.70±18.95

119.92±17.56

1.70

0.18

122.46±16.69

117.91±19.01

121.32±19.01

124.83±17.28

122.60±20.83

1.80

0.13

表1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心理资本、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比较（分，x±s）（续）

师范类院校同样要加强对男生心理健康素养的筛查。

另外，2019年12月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世

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28,29]，受此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我国人群的自

杀风险有明显升高 [30]，对心理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自杀意念预示其心理健康已遭到严重损坏，需调动个

体的内心潜在能量以保持心理平衡[19]。因此，在无法

干预个体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数量和强度的情况

下，提高心理资本对减少自杀意念起着关键作用。心

理资本的培养可从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等方向

入手，高校教育者要对低心理资本学生进行及时筛查，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帮助学生树立希望、积极规划、强化

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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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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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际关系

2学习压力

3受惩罚

4丧失

5健康适应

6其他

7生活事件总分

8绝望

9乐观（自杀）

10睡眠

11自杀意念总分

12自我效能

13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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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0.47②

0.38②

0.94②

－0.42②

－0.54②

－0.39②

－0.46②

－0.58②

9

1

0.19②

0.62②

－0.31②

－0.29②

－0.37②

－0.44②

－0.44②

10

1

0.60②

－0.16②

－0.32②

－0.19②

－0.16②

－0.27②

11

1

－0.42②

－0.55②

－0.43②

－0.48②

－0.60②

12

1

0.43②

0.59②

0.58②

0.84②

13

1

0.27②

0.38②

0.68②

14

1

0.68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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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2 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注：①P<0.05；②P<0.01

自我效能 韧性 希望 乐观（资本）

绝望

乐观（自杀）

睡眠

心理资本

自杀意念负性生活事件

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

受惩罚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图1 心理资本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之间的

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

AMOS模型

χ2

229.258

χ2 /df

3.821

RMSEA

0.075

IFI

0.945

模型

AMOS模型

NFI

0.926

CFI

0.944

GFI

0.933

TLI

0.928

表3 模型拟合度

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标准化效

应值

0.39

0.26

0.13

95%CI

下限

0.28

0.17

0.05

上限

0.52

0.38

0.22

P

<0.001

<0.001

<0.001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Bootstrap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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