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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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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 要 ：用韧性理论的思路探讨青少年问题行为是近 20年来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传统的思路 

主要强调寻找引发问题行为的因素 ，并力图通过 消除这些 因素来减 少青 少年的问题行为 ，而 韧性 理论 则强调危 

险 因素和促进性 因素二者的均衡 。在系统介绍韧性 理论 的概念 、历 史和三大模型～ 补偿性模型 、保护性模 型 

和挑战模型的基础上 ，探讨韧性理论在青少年 问题行为研究 中的应用 ，不仅总结了与补偿性和保护性模型 相关 

的重要研究成果 ，还指 出了该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以及存在 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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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韧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物体受外力 

作用时，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在心理学中，“韧 

性”指 的是克服暴露在危险之中的消极影响 ，成功地应对 

刨伤性经历，并避开与危险相联系的消极轨道的一种特 

性 。“韧性”一词最早被应用 于心理学 是在 2O世纪 

8O年代初，一些研究者采用“韧性”理论的模型研究儿童 

的行为。Garmezy和Masten在对儿童心理发展进行的 

个案研究中谈到压力、应对、危险、易感性和保护性因素 

之间的关联，并将“韧性”作为影响儿童发展的一项重要 

因素 ]。 

9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关注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 

中的应用，早期研究多针对心理发展出现显著偏差的儿 

童，如自闭症患者，因而集中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而目前 

的研究却开始关注“常人”，即没有出现心理障碍但仍有 

问题行为的青少年。在过去 3O年的发展中，虽然韧性理 

论的框架和思路未发生本质变化，但随着不同模型的先 

后提出，韧性理论也 日趋完善。 

二 、韧性理论的思路与三种理论模型 

韧性理论有两个要素：一是危险因素，即来 自家庭、 

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消极因素；二是促进性因素，即来自 

自身或外界的积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韧性理论虽然 

关注发展面临 的危险 ，重点却在于积极 因素而非不足 。 

它强调对那些处在危险中仍能健康发展的案例的研究， 

这类研究既可提取出危险因素，也可指明应对的方向。 

危险因素分三种：一种是长期的慢性危险，如不良的 

社会环境 ；另一种是较剧烈的短期危险，如不得不向重要 

他人透露 自己感染 了 HIV病毒 ，其影响通常随时间推移 

而显著降低；最后一种是创伤性事件，如被抢劫或殴打。 

促进性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源，即来自个体自身 

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力和自我效能感等；另一方面是资 

源 ，即来 自个体外部的积极因素 ，例如父母 的支持和某些 

社团组织等，韧性理论包括 三种 主要模 型，即补偿性模 

型、保护性模型和挑战模型。 

当一种促进性因素抵消或者与一种危险因素作用方 

向相反时，这就是补偿性模型。补偿性模型涉及了促进 

性因素对结果的直接影响，这一影响独立于危险因素之 

外 j̈。例如在纽约市 1 184名初中生样本中，曾经吸烟、 

喝酒和吸食大麻的个体比起从未使用过的个体更容易出 

现药物滥用，但心理上 的幸福感 和社交能力补偿了该负 

性效应 ；并且社交能力还可补偿由于父母有药物滥用 

行为而产生的危险 ]。 

当促进性因素缓和或减少了危险因素对产生某种消 

极结果的影响时，就是保护性模型。它有两种作用方式： 

一 是稳定性保护一一 即当促进性因素存在时，消极结果 

完全不会出现的保护；二是反应性保护——促进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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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不能完全阻止消极结果 ，但能让它出现得更缓慢 ， 

减轻后果的严重程度 。Caldwell等人在对 325名 14到 

2O岁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种族歧视会增加暴 

力行为形成的倾向性，而种族认同感的两个维度对这一 

过程有保护作用 j。 

挑战模型中结果和危险因素的关系是 凹形曲线形 

的，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危险因素下会得到消极的结 

果，但水平适中的危险却与较少的消极结果相关联。该 

模型的关键在于水平适中的危险因素可以让个体为应对 

高水平的危险因素做好准备，而水平过高的危险因素会 

让个体感觉绝望无助而出现适应不良。例如，一定程度 

和频率的家庭内部冲突可以让青少年学会如何应对家庭 

以外的人际矛盾，而太过激烈或频繁的家庭内部冲突却 

可能让青少年感到无助，导致不好的结果。在挑战模 型 

中，危险因素和促进性因素是相同的。 

三、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 

应 用 

青少年问题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中，很多传统观念和教 

育模式都在改变。而直接受影响的就是正处于社会化最 

重要时期的青少年。有些青少年尽管受到消极因素的影 

响，但他们利用来自自身和外界的积极因素克服了这些 

影响，最终发展得很好。根据韧性理论，大多数青少年在 

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消极和积极 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一 

种危险因素可能与几类不同的问题行为相关联，而特定 

的问题行为往往存在着不止一种的危险因素，针对不同 

的危险因素又可能有几项促进性因素起保护或补偿作 

用。因此，应用韧性理论的模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例如，对居住于高风险地区这一危险因素，参加亲社会性 

的活动对吸烟行为有一定的保护效应 。这说明：第一， 

居住于高风险地区是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它还可能是 

其他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第二，吸烟行为可能还有其他 

危险因素 ，如父母的吸烟行为；第三，参加亲社会性的活 

动间接地减少了与居住于高风险地区相关的吸烟行为， 

是一项保护性的促进性因素，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 

促进性因素。 

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者对青少年问题行 为做了大量 

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寻找使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 

的危险因素，后来转移到探究危险因素以及可能的促进 

性因素之间的关系上。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支持补偿性模 

型 ，研究者发现 ，可以用来补偿 由情感上的不幸带来的药 

物滥用的资源包括 ：家庭的联系程度 j、父母对学校活动 

的干涉、稳定的居住状况、压力性事件以及有支持性的同 

伴 。相邻居住环境的优势对由于被忽视或被虐待带 

来的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有补偿作用。参与课外和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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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同龄人使用烟草、酒精和非法使用毒品的负性效 

应有补偿作用 。父母杈威的合法化、家庭的联系程 

度、父母的监管以及同父母公开的交流都是对同龄人药 

物滥用有补偿作用的资源 。Scal的研究发现，宗教的 

虔诚、学业成就、家庭的联系程度以及父母的教育期望对 

影响个人、同龄人群体和父母的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都 

有补偿作用 。Zimme rmail的研究还表明，有 自然导师 

(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重大指导作用的除父母以外的成年 

人，如老师、邻居等)对吸食大麻或参与暴力的不良行为 

有补偿作用 。亲社会的信仰 可以补偿有反社会倾 向 

的社会化过程” ，宗教的虔诚可以补偿对参加帮派的兴 

趣 ]、同龄人药物滥用以及暴露于暴力行为中，控制愤 

怒的技能可以补偿冒险行为，父母的监管对参与冒险行 

为以及居住在危险地区有补偿作用 。Borowsky等人 

在对 13 781名初一到高兰的青少年为期两年的研究中 

发现 ：学业成就、父母 的存在、与父母／家庭的紧密联系、 

与学校的紧密联系对于曾经的暴力行为、受到暴力行为 

的侵害、药物滥用以及与学校相关的问题等危险因素有 

补偿作用 J。 

Ramirez-Valles等人对 370名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 

中发现，参加课外活动和社团组织补偿了居住于贫困地区 

作为危险因素的风险性性行为 ，而对药物滥用作为危 

险因素有补偿作用的资源有父亲的教育、老师的支持、与 

父母双方住在 一起 、同龄人中性行为的规范以及家庭 

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监管和 

与父母公开的交流对同龄人性行为也有补偿作用。 

相对于前面提到的补偿性模型，支持保护性模型的 

研究成果要相对少 一些。在药物滥用方面，青少年的 自 

尊 、内在控制、积极的情感 以及宗教虔诚 等资源 

都被发现对负性的或带来压力的生活事件导致的药物滥 

用有保护作用。Wills等人在1 702名l2岁到15岁的青 

少年中发现：积极的情感作用或感觉幸福、有兴趣并且放 

松 ，对于由情感 上的不幸 导致 的药物滥用具 有保护效 

应 圳。学业成就对药物滥用的保护作用在多种情境下 

是一致的，它有助于抵消低学业动机带来的危险和随年 

龄增长的药物滥用。Botvin等人发现在酒精和大麻滥用 

方面，决策的技能调节 有同龄人赞成药物滥用这一危 

险因素的影响，而宗教信仰对父母药物滥用有保护作用； 

作决策的技能还对青少年的父母允许其使用酒精和大麻 

有保护作用[ ]。父母 的支持可以保护青少年在药物滥 

用方面免受文化适应和低种族认同感的影响，同样对同 

龄人药物滥用和来 自同龄人压力的负性影响以及随年龄 

增长的药物滥用有保护作用。家庭的联系程度 。 和父 

母的权威 都是町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父母药物滥用消 

极影响的资源。对于在社区水平上的危险因素，如毒品 

的可得性以及社区中存在较低家庭紧密程度的规范等， 



父母的支持也对青少年滥用大麻有一定保护作用。可觉 

察的社会地位对同龄人中出现不良行为有保护作用 、 

母亲的支持对参与打斗等暴力行为和暴露于暴力行为中 

有保护作用，另外母亲的支持还对同龄人出现暴力行为 

有保护作用 。 

四、韧性理论的局限 

虽然韧性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成熟，但其发展 

仍然受到了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分别是术 

语差异、个体／群体差异、背景／情景特异性以及对原因解 

释的缺乏。 

首先，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或者同一术语 

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 同，是阻碍这一领域发展的重要 因 

素 。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混淆就是部分研究者认为“韧 

性”是一种个人的、稳定的特质 。而实际上，“韧性”是 由 

背景、事件的情境、危险因素、促进性因素以及最终结果 

共同定义的 ，更类似于一种轨迹而非特质 。 

其次，韧性存在个体差异的问题。所谓的个体／群体 

差异，是指不同个体经受相同不幸事件的实际感受和最 

终效果可能不同，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难以愈合的创伤可 

能对于另一个个体而言只是一次“免疫”的过程 ，因此很 

难将在某些个体身上得到的结论贸然推广。对于某个群 

体，由于其成员拥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或者曾共同经历过 

某些特殊经历，对该群体的韧性研究不能简单推广到其 

他群体．， 

第三，与个体差异的问题类似，一个个体可能在某一 

类危险面前有韧性，但却不能克服其他类型的危险，即具 

有背景特异性。一种危险因素可能由于情景不同而对个 

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情景特异性。譬如父母离婚在多 

数情景下是一项危险因素，但在原本家庭气氛很紧张的 

环境中的青少年却可将其看作一种解脱，从而使得这一 

事件有正性效应 。 

最后 ，目前的研究往往缺乏对原因的解释，即资源或 

资源是怎样与危险因素交互作用以产生特定结果的。同 

样的结果可以有多种不 同的解 释，也会对应不同的干预 

措施，例如弄清楚究竟父母的支持是如何与消极的同伴 

影响交互作用来阻止了吸烟是很重要的。 

五、韧性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及展望 

韧性理论的提出者是西方人，之后 的主要研 究也基 

本都是西方学者的杰作，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名字。这 

既与中国在8O以至 9o年代的心理学研究还不发达有 

关，也说明我们还未给予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发展 

上的问题以足够的关注。 

近年来 ，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渐在增多 ，尤其是外国 

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对国内青少年进行的研究，说明人 

们逐渐意识到了各国青少年成长环境和教育传统的不同 

可能导致其行为模式存在文化差异。例如，Dong在对有 

全国代表性的 1 640名平均年龄 14．5岁的城市学生的 

研究中发现，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对 

不良行为有补偿作用 。在 Jessor的研究中，当个人的 

易感性、有不好的榜样以及存在表现不良行为的机会作 

为危险因素时，来 自家庭或朋友的良好榜样 、家庭的控制 

以及家庭和老师的支持均为保护性因素，而这一结果在 

中国和美国样本中是基本一致的 。在 Daniel对 199 

名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关于不幸的信念的认可对药物滥用和行为不良有补 

偿作用 。另外，胡月琴等人以访谈法编制出了针对中 

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量表 ，分别在 283名和 420名 中学 

生中进行了初测和复测 ，结果证明该量表有一定 的结构 

效度和外部效度 。 

在中国，韧性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未来发展余地很 

大。可是，如果仅在中国文化中将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 

成果进行重现，研究的创新性不够。我们应当尝试从不 

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来研究韧性理论。详细说来 ，作者认 

为国内的韧性理论研究可以有如下几个方向： 

首先就是文化差异。上文已提到，青少年的发展模 

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多方面 

的，可大致归为危险因素和促进性因素的不同。现今中 

国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由计划经济 

转为市场经济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日益频 

繁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当代青 

少年在成长 中经历更多的迷 惘以及 多重选择带来 的压 

力。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中国近年来离婚率不断增高， 

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而这 

种稳定性较低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家庭观念的影响也不 

可忽视 。在中国传统观念 中，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 

单位，每名家庭成员对家庭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保 持家 

族的荣誉”也是被普遍接受的。这就使得家庭的凝聚力 

对青少年有了约束作用，从而可能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发 

生 。然而 ，随着家庭稳定性的降低 ，青少年对“家庭”的重 

视程度正逐渐降低，特别是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以 

后，青少年更多关注自己的个性和权利，而忽视了作为家 

庭一员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传统家庭观念的淡化可 

能成为新 的危险因素 。另外，很多青少年在探寻 自我或 

者未来的职业时已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的父母或亲近的成 

年人为榜样，因为到他们要走入社会时，社会对人才的需 

要可能与上一代人已大不相同，因而对很多青少年而言， 

彷徨不安带来的压力也会是一项危险因素。 

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 目前 

被称作“非主流”的青少年群体。所谓的“非主流”，就是 

不跟随大众文化价值观、极力张扬个性、追求“另类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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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多以8O后和 9O后青少年为主导。这些青少年摒弃 能刚毕业就结婚生子，而市重点的学生却为进入大学深 

并蔑视传统文化观念，常以夸张的服饰、颓废的生活方式 造做准备，无暇顾及其他。可以想见，不同学校青少年的 

吸引大众的注意。一方面，“非主流”群体本身就是处于 行为模式以及各种问题行为出现的概率很可能会有显著 

高度危险中的青少年，他们推岽对传统是非观的刎意颠 差异。在西方国家，学校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中国这样明 

覆 ，因而其中的很多人 已经出现 不少 问题行 为，如“一 显，更多的还是地区性差异。因此 ，在中国进行青少年问 

夜情”、药品滥用、酒精滥用等等。另一方面，虽然人数还 题行为的研究时，一定要考虑样本中的青少年来 自的学 

不多，但他们借助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报道，在青少 校，以免得出片面的结果。 

年中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容易使一些还未形成正常价 总之，通过对韧性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找到一 

值观的青少年受到误导，因此他们也成为了其他青少年 些合适的干预手段，如对青少年的父母和教师进行教 

的危险因素。总体来看 ，“非主流”群体是不被社会接受 育 、对居住于不 良环境 中的青少年给予更多的关注、 

的，那么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会成为“非主流”?是否与媒 组织并鼓励更多健康的课余和社团活动等。相信在逐渐 

体对个性的过分推崇有关?还是他们自身经历有一定的 完善的韧性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能够帮助中国的青少年 

特殊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更好地完成社会化 ，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而说到中国青少年的促进性因素，少先队和共青团 本研 究得到北京大学心理 系和美 国密西根大 

的存在是不能忽略的。随着中国不断与国际接轨，与外 学心理 系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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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Resilience Theory in Study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MA Xiao—ming，HoU Yu—bo 

(Department oJ Psych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exploring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in the frame of resilience theory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While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mainly emphasizes the causing fac 

tors of problem behaviors，attempting to reduce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through eliminating these factors，resilience 

theory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balance between risk and promotive factors．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s，history and the three models of resilience theory，that is，compensatory model，protective model and chal 

lenging mode1．Based on that，we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resilience theory in the study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 

iors，by not only summarizing important study results related to compensatory and protective models，but also pointing 

out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China，present drawback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resilience theory；problem behavior；adolescence；risk；promo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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