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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自我管理以及就业焦虑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自我管理

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某综合性大学 406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

卷、大学生自我管理问卷、大学生就业焦虑量表进行测量分析。结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

焦虑总分及其就业竞争压力、缺乏社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业前景担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 =-0.307,-0.352,

-0.138,-0.15 7,-0.203;P <0.01),与自我管理呈显著正相关(r=0.75 1,P <0.01),自我管理与就业焦虑总分及其就

业竞争压力、缺 乏 社 会 支 持、自 信 心 不 足、就 业 前 景 担 忧 维 度 呈 显 著 负 相 关(r =-0.387,-0.472,-0.154,-0.207,

-0.229;P <0.01)。中介分析表明,在控制性别、生源地后,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心理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就业焦虑,也可以通过提升自我管理水平间接影响个体的就业焦虑。
【关键词】 心理资本;自我管理;就业焦虑;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R39 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 6-481 1(2023)10-1 5 58-07
DOI:10.13342/j.cnki.cjhp.2023.10.023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 1(10):15 58-1 5 64)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men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management
SH I Xuej uan ①②,WU Shiwei ③,DONG Li ①②

①Xinj iang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Deve 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Urumqi 8300 1 7,China ②College of P sychology,

Xinj iang Normal University ③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the thesi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self-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and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management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anxiety.Methods:A total of 406 college
students in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subj ects,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college students'self-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and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anxiety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ir psychological capital,self-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anxiety.Results:The re-
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employment anxiety,the employment competition pressure,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the lack of
self-confidence and the worry about employment prospect(r =-0.307,-0.352,-0.138,-0.15 7,-0.203;P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management(r=0.75 1,P <0.01).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management and the total score of employment anxiety,employment competition

pressure,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the lack of self-confidence,and worry about employment prospect(r=-0.387,

-0.472,-0.154,-0.207,-0.229;P <0.01).The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management played a par-
tial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anxiety.Conclusion: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employment anxiety,but also indirectly alleviate individual employment anxiet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elf-management.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Self-management;Employment anxiety;Moderating effect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高等教育人数逐

年激增,毕业生人数也相应地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

势,我国 2022 届毕业生人数高达 1 07 6 万,又创历史

新高[1]。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就业市场造成了持续的

冲击,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使其提高了对人

才的要求,内卷化现象异常严重[2]。大学生群体正

处于职业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期,激烈的就业竞争让

·8551·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 3 年第 3 1 卷第 1 0 期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23,Vol 3 1,No.10 



个体面临严峻的就业挑战并承受沉重的就业压力,
容易引发消极的就业前景预期,产生严重的就业焦

虑情绪[3]。经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

就业焦虑的心理困境,一部分大学生能够意识并感

知到严重的就业焦虑情绪,甚至出现郁闷、烦躁、紧
张等生理反应[1]。此外,有研究者发现相比于男生

群体,女生体验到的就业焦虑情绪更少[4],但也有研

究结果恰恰相反,即女生群体的就业焦虑程度明显

高于男生[5-6];且农村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焦虑水平高

于城镇大学生[5]。

  就业焦虑指个体在面临就业情境时产生的担

忧、紧张等持久而强烈的心理状态,并伴随一系列生

理与行为反应的变化,它属于一种状态性焦虑,主要

包括就业竞争压力、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
业前景担忧 4 种因素[7]。适当的就业焦虑可以激发

个体就业的内部动机,增强其应对就业竞争的积极

性与坚持性,利于个体顺利实现职业目标;过度的就

业焦虑则会使个体在就业中产生消极的认知偏差,
就业自信心下降,无法平衡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

间的心理冲突,甚至可能会出现逃避、害怕等心理不

适现象[8],影响个体的社会性适应与发展。因此探

究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缓解大学

生就业焦虑、提升职业生涯适应能力等具有重要意

义。

  就业焦虑是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以往研究大多数从社会支持[9]、社会经济地

位[6]等视角分析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但有学者指

出,内部心理因素是外部环境对行为作用的重要中

介,例如领悟社会支持,个体主观感知到外界的支持

时会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情感与认知图式,进而作用

于行为[10]。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1 1]、自我效

能感[5,9]、心理弹性[12]等内部因素均能够有效预测

个体的就业焦虑情绪,内部心理因素对就业焦虑可

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
ry,COR)认为,基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机制,个体往

往期望获取、维持和创造有利于其生存的资源,资源

的损耗被认为是压力的主要来源,个体会积极的建

设资源以期成功预防和应对现实或潜在的压力与威

胁,且个体拥有的资源越丰富,越容易投资其资源,
以获得更多具有生存价值的资源,即资源增益螺旋

效应[1 3]。ten Brummelhuis 和 Bakker 等 人 基 于

COR 理论[1 3],进一步将人类拥有的资源依据其稳

定性与来源划分为 4 种类型,即稳定的情境资源,如
家庭、工作、社会系统网络等物质资源;不稳定的情

境资源,如他人的恩赐、理解与建议等社会支持;稳
定的个体资源,如个体拥有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等建

设性资源;不稳定的个体资源,如个体的情绪、时间、
精力等能量资源,并将位于个体资源更高层次上的

关键资源定义为个体与生俱来的以积极高效的应对

方式对其资源进行管理与应用的稳定的人格特质

(例如乐观、自我效能感等),是个体应对环境压力与

威胁的一种重要资源,能够对个体产生持久且深远

的影响[14]。

  基于 COR 理论[1 3],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关键资

源,指个体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积极心

理状态,包括希望、自我效能感、韧性、乐观 4 个核心

成分。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勇于挑战目标并有自信成

功的胜任感;乐观指个体对现实与未来的客观事件

持积极态度并积极归因;希望指个体调整其认知途

径实现目标需求的心理状态;韧性指个体从逆境、失
败与挫折中迅速调节与恢复的心理能力[1 5]。高心

理资本者拥有足够的关键资源,具有足够的胜任力,
清晰定位并发挥其优势,创造更多的心理资源[5]。
在就业情境中,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为了避免损

失或浪费资源,积极归因就业焦虑等负性事件[1 6],
更愿意接纳自己当前的就业状况,拥有乐观的就业

前景预期。同时个体面临就业挫折时也具有很强的

心理韧性,积极调节自我资源及时从消极经历中恢

复[1 7-1 8],个体也更容易成功应对就业环境中的压力

与威胁[1 3]。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体资源的损

耗,提升了个人的竞争力,缓解其对未来就业前景的

过度担忧,这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就业焦虑。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H1:心理资本会显著负向预测个体

的就业焦虑。

  对于心理资本如何影响就业焦虑,根据 COR
理论[1 3],自我管理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建设性资源,关键资源能够促进个体以积极有效

的方式选择与应用建设性资源[14],因此本研究认为

自我管理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自我管理指

个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整合并利用自身资源

进行一系列自我觉察、自我组织、自我调控、自我监

督等活动实现社会发展的需求,主要包括认知管理、
情绪管理、行为管理、时间管理 4 个维度[1 9]。自我

管理是个体意识状态下的一种建设性资源[20],对其

就业焦虑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高自我管理的个体

在职业生涯适应中表现出更高的认知灵活性,在就

业情境中个体主动调节其认知资源使注意偏向于积

极信息,更容易产生正性的归因评价,拥有更多积极

的就业情绪体验[3]。此外,高自我管理者更擅长良

好的行为管理,个体勇于挑战高目标并客观分析评

价其行为表现,采取高效的行为调控策略取得良好

的职业适应性发展[21]。同时个体在就业过程中也

会主动设定职业发展目标,合理地统筹利用时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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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个体资源[22]。心理资本

水平高的个体充分认可其胜任力与创造自我价值的

能力,在挫折困境中积极调动自我管理等建设性资

源,主动地管理其认知、情绪与行为,表现为心理资

本对自我管理的积极影响[20-2 1]。从 COR 理论来

看,作为个体的一种建设性资源,自我管理水平越

高,个体更愿意进行资源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积极

心理资源,提升个人的职业竞争力,当面对现实或潜

在的压力与威胁时,个体更能从容应对并解决就业

情境中的障碍,有利于缓解其就业焦虑情绪[1 3]。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自我管理显著负向预测个

体的就业焦虑。并基于假设 H2 提出假设 H3:自我

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

  以往部分研究将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来考察

其对就业焦虑的影响作用,基于 Hobfoll 的 COR 理

论[1 3],心理资本作为个体一种稳定的关键资源,较
少有研究直接探究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的影响,同
时自我管理作为与心理资本密切相关的建设性资

源,是否会受到心理资本的促进作用进而对就业焦

虑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

拟研究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的影响,并检验自我管

理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某综合性大学 450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

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45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
获得 406 份有效问卷(90%),其中男生 1 9 3 人,女生

2 1 3 人;城镇 203 人,农村 203 人;被试年龄 1 8~25
岁。

1.2 方法

1.2.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张阔等人编制的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23],共 2 6 个题目,包括自我效能

感、韧性、希望、乐观 4 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从 1
分(完全不符合)到 7 分(完全符合),其中 5 道题反

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95 7,自我效能感、韧性、
希望、乐观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 0.89 9、0.824、

0.842、0.892。

1.2.2 大学生自我管理问卷 采用张国礼等人编

制的大学生自我管理问卷[1 9],共 42 个题目,主要有

行为管理、情绪管理、时间管理、认知管理 4 个维度。
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分(完全不符合)到 5 分(完全符

合),其中 1 2 道题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

我管理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941,
行为管理、情绪管理、认知管理、时间管理各维度的

α系数分别为 0.837、0.777、0.81 6、0.826。

1.2.3 大学生就业焦虑量表 采用张玉柱等人编

制的就业焦虑问卷[24],共有 2 6 个题目,主要有就业

竞争压力、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就业前景担

忧 4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分(完全不符合)到

5 分(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就业焦虑程

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975,就业竞争

压力、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对就业前景担忧

各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 0.941、0.947、0.880、0.877。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7.0 和 Amo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25],在未旋转情

况下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有 9 个

预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主成分的解释率

为 3 7.67%,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不同性别、生源地的大学生在心理资本、自我管

理与就业焦虑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心理资

本、自我管理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在就业焦虑上,
男生却显著低于女生。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心理资

本、自我管理得分上显著低于城镇大学生,但在就业

焦虑维度上城镇大学生却显著低于农村大学生,见
表 1。

表 1 大学生心理资本、自我管理与就业

焦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x±s)

人口学变量 n 心理资本 自我管理 就业焦虑

性 别 男 生 1 9 3 1 2 6.85±9.74 145.23±1 3.35 72.27±9.50
女 生 2 1 3 1 22.78±9.82 1 3 6.60±12.58 74.60±9.95

t 4.18 1** 6.704** -2.409*
生源地 农 村 203 1 2 3.10±9.57 1 3 7.60±1 3.1 7 74.50±9.80

城 镇 203 1 2 6.33±10.14 1 43.80±1 3.42 72.49±9.72
t -3.29 6** -4.69 6** 2.07 5*

 注:*P <0.05,**P <0.01,***P <0.001,下同

  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及其 4 个维度呈显

著负相关,其中与就业竞争压力的相关最大,心理资

本与自我管理呈显著正相关,自我管理与就业焦虑

及其 4 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其中与就业竞争压力

的相关最大,见表 2。性别和生源地与就业焦虑的

相关关系显著,因此在随后的数据分析中将二者纳

入控制变量。

2.3 自我管理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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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为中介变量,就业焦虑为因变量,并将性别和生

源地作为控制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我管

理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3 所示,χ2/df 在

1~3,NFI、CFI、TLI 均在 0.95 以上,RMSEA 小于

0.06,表明整个模型拟合良好。

表 2 各变量相关分析(r)

变 量 1 2 3 4 5 6 7

1 心理资本 1  
2 自我管理 0.75 1** 1  
3 就业竞争压力 -0.352** -0.472** 1  
4 缺乏社会支持 -0.138** -0.154** 0.207** 1  
5 自信心不足 -0.15 7** -0.207** 0.374** 0.446** 1  
6 就业前景担忧 -0.203** -0.229** 0.35 1** 0.26 7** 0.385** 1  
7 就业焦虑 -0.307** -0.387** 0.775** 0.640** 0.728** 0.75 1** 1

表 3 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χ2/df NFI CFI TLI RMSEA(90% CI)

模 型 1 0 6.65 1 45 2.370 0.954 0.960 0.952 0.058(0.044,0.072)

  对自我管理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如

表 4 所示,数据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校正偏差

Bootstrap9 5%的置信区间。结果发现,心理资本对

就业焦虑的直接效应值为-0.254,95%的置信区间

为[-0.370,-0.137],不包含 0,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例为 6 9.78%,说明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直接预测

效应显著。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

间接 效 应 值 为-0.1 10,95%的 置 信 区 间[-0.1 9 6,

-0.023],不包含 0,间接效应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30.22%,该结果说明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

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图见图 1。

表 4 Bootstrap 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效应 效应值 SE
(Bootstrap9 5%CI)

下 限  上 限
效应占比

心理资本→就业焦虑的直接效应 -0.254 0.05 9 -0.370 -0.137 6 9.78%
心理资本→自我管理→就业焦虑的间接效应 -0.1 10 0.044 -0.1 9 6 -0.023 30.22%

心理资本→就业焦虑的总效应 -0.364 0.045 -0.453 -0.275 1 00%

图 1 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间的中介模型

3 讨 论

3.1 大学生心理资本、自我管理、就业焦虑的人口

学差异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女生群体,男生的心理资

本、自我管理水平明显更高,但在就业焦虑维度上却

恰恰相反,即女生的就业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与以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5-6]。可能是由于

男女生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社会期望的性别角色特

征与行为,男生普遍具有进取心、独立、有抱负等相

关特质,女生普遍具有热情、怜悯、同情等相关特质,
男女生内化的不同社会特质会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功

能与行为表现[26],所以男生在自我效能感[27]、心理

韧性[27]、自尊[28]等方面明显高于女生。根据 COR
理论[1 3],资源是支持个体达成目标的一切东西,相
比于女生,男生群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累积了更多

的关键资源。在就业情境中男生更加理性,善于思

考并付出认知努力将有限的关键资源投入到问题解

决中。女生更加感性,更关注就业过程中的主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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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感受[29],这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个体的关键资

源。同时作为关键资源的心理资本也促进了个体建

设性资源的积极发展[14],即表现为男生的自我管理

水平也明显高于女生。研究也发现,农村大学生的

心理资本、自我管理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大学生,但农

村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水平却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5]。可能由于城乡社会结

构及文化背景的差异,相比于城镇大学生,农村大学

生在经济、教育等方面获得较少的支持。农村大学

生面临更多自身知识技能的薄弱与家庭经济压力的

心理冲突,产生消极的自我价值判断,容易出现职业

决策困难等问题[30]。其次,城镇家庭更注重对孩子

的职业价值观指导,充分尊重、理解、鼓励其追求自

己的职业理想,并能够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源提升其

竞争力[6],此外,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生活、工作可

能受到消极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的影响[3 1],导致

出现职场歧视、偏见等现象[32],这都使得城镇大学

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个体资源。

  总之,个体拥有的心理资源越多,越能够弥补压

力情境中资源的损耗,个体更有能力解决就业情境

中的问题[1 3],激发个体强烈的内部动机主动整合自

我经验,并愿意付出努力坚持不懈实现其职业理

想[33],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就业焦虑情绪。

3.2 心理资本对就业焦虑的影响

  心理资本能显著地负向预测个体的就业焦虑情

绪,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具体来说,心理资本水

平高的个体在就业过程中有很强的内部动机与自我

效能感,乐于挑战高目标,在就业压力情境中表现出

高认知灵活性,主动调节认知资源投入到当下的就

业情境中去,个体更容易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33-34],
积极情绪是个体的一种能量资源,能够积极促进个

体认知与行为的发展[35]。缓解了个体的就业焦虑

情绪。此外个体对自己的职业目标更具判断力,这
增强了个体就业的自信心,进一步提高了职业价值

认同感,在就业中更乐于投资资源发挥自己的最大

潜能,提升了个人的竞争力[5],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

中也更有能力去解决就业问题,这避免了一定的资

源损耗[1 3]。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职业生涯

适应能力也越强,个体在适应不确定的外界环境中

表现出对积极就业信息的注意偏向,对失败进行积

极的归因解释,进一步降低了个体对就业前景的过

度担忧[3]。此外,高心理资本者在生涯发展中具备

更高的职业成熟度与心理韧性,在激烈的就业竞争

环境下,个体能够积极调节自我资源主动做出明智

的职业决策[36],在追求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更

多的社会资源,如家人、朋友给予的就业建议与情感

上的理解或物质上的支持,个体积累了更多的心理

资 源,这 些 都 有 助 于 缓 解 个 体 的 就 业 竞 争 压

力[1 3,3 7],降低其就业焦虑水平。

3.3 自我管理的中介作用

  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这既支持了 COR 理论中个体的关键资源

对建设性资源的积极促进作用[1 3-14],也验证了个体

的自我管理对就业焦虑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心理

资本水平高的个体在就业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与生涯适应力,在资源损耗的压力情境中能够

灵活地转换其认知资源主动进行自我监控努力提高

其行为表现[3,20]。即使遭遇失败或挫折,个体能够

寻求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专注

于工作情境化压力为动力,保持乐观的心态对就业

前景产生积极的预期[38]。此外,个体的心理资本水

平越高,越能够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在就业情境中

更具责任感与坚韧性,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高效发

展创造更多的职业价值[39],这进一步增强了个体的

建设性资源。从 COR 理论来看,个体的建设性资

源越多,就越容易投资自身的资源,旨在获得更多的

个体资源,提升个人竞争力,个体更有能力从容应对

并解决环境中的障碍,缓解就业焦虑情绪[1 3]。自我

管理作为个体重要的建设性资源,提升了个体认知、
情绪与行为的自控能力,促进个体在现实或潜在的

威胁情境中的自我积极认知,避免其陷入就业焦虑

的资源损耗风险之中[14,20]。良好的自我管理有助

于提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更愿意与他人互动形成

情感上的联结以适应外界环境,较少产生焦虑等负

性情绪[40]。同时个体充分相信自己有效统筹利用

时间的能力与信念,在就业情境中积极主动且高效

行动,在有限的时间里聚焦就业本身减少心理资源

的浪费[41]。综上所述,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拥有

更多的关键资源进而促进其进行良好的自我管理,
在就业过程中个体更具自主性与责任性,获得自我

超越的成就感,实现顺利就业[21,34],表现为就业焦

虑水平的降低。

  本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就

业焦虑程度,也可以通过提升自我管理水平降低个

体的就业焦虑情绪。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类状态的关

键资源,能够通过有效的干预策略针对性地提升。
大学生正处于职业价值观发展的关键期,社会、学校

与家庭应重视个体积极心理资本等关键资源的培养

与积累,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就业,培养其就业自

信心,激发个体积极投资资源提升个人竞争力。其

次,要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等心理品质的培养,提高

个体自主性与责任意识,全面提升其认知管理、情绪

管理、时间管理以及行为管理的能力,学会在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合理调节自己的建设性资源实现自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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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最后,学校应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与职业规

划,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平衡理想自我与

现实自我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要维持与创造积极的

心理资源,促进个体心理健康与健全人格的良好发

展。

  本研究结果发现,COR 理论对于理解个体的就

业焦虑具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探讨了

自我管理在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对于理解心理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缓
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情绪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但

本研究利用横断研究法,无法确定时间维度上各变

量的动态变化关系,未来可进一步采用纵向研究法

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COR 理论涉及

个体、社会资源,大学生处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关键

阶段,社会资源对于个体的社会性适应发展也至关

重要,未来研究可同时探究个体与社会资源对其社

会性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后,本研究只探讨了心理

资本与就业焦虑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自我管

理以外的其他建设性资源对就业焦虑的中介或调节

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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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成年初显期人际敏感与抑郁的关系,以及社交焦虑与反刍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人际敏感

分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反刍反应量表对内蒙古某大学 3 5 1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
女生在人际敏感、抑郁、社交焦虑与反刍的得分均高于男生;②人际敏感与抑郁(r=0.764,P <0.01)、社交焦虑(r
=0.608,P <0.01)、反刍(r=0.701,P <0.01))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抑郁与社交焦虑(r=0.59 9,P <0.01)、反刍(r=
0.784,P <0.01)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反刍和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0.597,P <0.01);③人际敏感通过社交焦虑

与反刍及其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抑郁的中介路径有统计学意义(效应值分别为 0.05 9,0.244,0.074),其 9 5%置信区间

不包括 0。结论:成年初显期人际敏感不仅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通过社交焦虑和反刍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

郁。
【关键词】 成年初显期;人际敏感;抑郁;社交焦虑;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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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depression in individuals at the
emerging adulthood:The chain-mediated ro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TONG Lifang ①,J IANG Yongzhi ①②③

①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 s,Tong liao 028000,China ② Inner Mongolia Ethnic Education and P sychological

Deve lopment Research Base ③Inner Mongolia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Base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emerging
adulthood,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de-

pression.Methods:A total of 3 5 1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Inner Mongolia were investigated by interpersonal sensi-
tivity subscale,depression scale,communication anxiety scale and 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Results:The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depression,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of girl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boys;Interper-
sonal sensitiv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r=0.764,P <0.01),social anxiety(r=0.608,P <0.01),

rumination(r=0.701,P <0.01).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r=0.59 9,P <0.01)and ru-
mination(r=0.784,P <0.01).Rumin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r=0.597,P <0.01).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mediating pathway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o depression through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and their chain mediating effects(effect values were 0.05 9,0.244,0.074,respectively),and the 9 5%
confidence interval did not include 0.Conclus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the emerging adulthood not only affects
depression directly,but also indirectly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anxiety and rumination.
【Keywords】 Emerging adulthood;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Depression;Social anxiety;R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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