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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抑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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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抑郁的关系。方法　使用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ＧＳＥＳ）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ＣＥＳＤ）对某医学院及某工科类专科院校６２０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所得
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及推断统计。结果　男生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ｔ＝５．５０，Ｐ＜０．００１），抑郁总分低于女生
（ｔ＝－２．０８，Ｐ＝０．０３８）。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及其４个维度均存在负相关（ｒ＝－０．３０～－０．１４，Ｐ＜０．０１）；一般
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Ｂｅｔａ＝－０．２７，Ｐ＜０．００１）。结论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抑郁状况。我们应着重对女大学生开展抑郁健康教

育，同时提高高年级大学生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缓解其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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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学业压力影响，大学生抑郁情绪显著高于同 龄人［１］。抑郁的大学生具有更多的负性情绪，自

身认知较差，可以导致自杀意念或不良行为的产

生，给大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造成巨大干扰［２４］。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

出［５］。德国心理学家 Ｓｃｈｅａｒｚｅｒ认为存在一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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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普遍的自我效能感，是人们面对挑战时对自我

能力的一个总体性的评价与认知［６］。一般自我效

能感与大学生负性情绪、拖延、社交焦虑等呈负相

关［７９］，与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等呈正相关［１０１１］。

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大学生一

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水平及其各个维度的关系，为

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向山东省某医学本科院校

以及某工科类专科院校的学生发放电子问卷，大一

到大四共６２０名学生完成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６９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５５１份。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２０００±１．１３）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
表（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ＧＳＥＳ）。采用中国
学者王才康等［１２］修订并检验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

能感量表，量表采用李克特 ４点计分，１表示完全
不正确，４表示完全正确，所有项目得分之和为一
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总分范围１０～４０，总分越高代
表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感越高。２）流调中心抑郁
量表中文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ＣＥＳＤ）。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中文版测量大学生抑郁水平，共 ２０个题目，１６个
正向计分，４个反向计分。采用李克特４点计分，０
表示偶尔或无，４表示多数时间或持续，所有题目
得分相加为抑郁总分，总分范围０～６０，总分越高提
示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所采用的抑郁量表是美

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Ｒａｄｌｏｆｆ所编制的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的中文版本，Ｒａｄｌｏｆｆ将其划分为 ４个维
度［１３］：躯体症状，含第２、５、７、１１、１３、２０题目；抑郁
情绪，含第１、３、６、９、１０、１４、１７、１８题目；积极情绪，
含第４、８、１２、１６题目；人际问题，含第１５、１９题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通过 “问卷星”平台施测并在
测试前告知被试者真实性原则、保密性原则以及知

情同意书，所有被试均为自愿参加，数据的收集在

一周内完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问卷回收后数据的录入、整理通过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

实现；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 ｔ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

分析方法。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情况
男生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ｔ＝５．５０，Ｐ＜０．００１）；不同生源地学生的一般
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学生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一学生得分较高，大二

得分较低。见表１。

表１　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与基本人口学特征分析
（分，珋ｘ±ｓ）

项目 ｎ 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 ｔ／Ｆ值 Ｐ

性别

　男
　女

３２４
２２７

２８．５６±６．３７
２５．８３±５．２３

５．５０ ＜０．００１

生源地

　城镇
　农村

１８６
３６５

２７．５５±５．８１
２７．３７±６．２１

０．３４ ０．７３７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２３０
１２３
１５２
４６

２８．７９±６．５０
２５．９３±５．６１
２６．５２±５．４９
２７．６７±５．５３

７．８１ ＜０．００１

２．２　大学生抑郁情况
男生在躯体症状、积极情绪两个维度以及

ＣＥＳＤ量表抑郁总分上均低于女生；城镇生源和农
村生源大学生在 ＣＥＳＤ量表的 ４个维度（躯体症
状、抑郁情绪、积极情绪、人际关系）及ＣＥＳＤ量表
抑郁总分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不同年级学生在躯体症状、积极情绪、抑郁情

绪、ＣＥＳＤ量表抑郁总分存在统计学差异。躯体症
状维度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年级；抑郁情绪

维度上，大一、大三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四年级；

积极情绪维度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三、大

四年级，大二年级显著低于大三年级；ＣＥＳＤ量表
抑郁总分上，大一年级显著低于大二、大四年级。

见表２。
２．３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研发抑郁的关系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 ＣＥＳＤ量表抑郁总分及其
四个维度均呈负相关（表３）。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抑郁的有效负向预测

变量（Ｂｅｔａ＝－０．２７，ｔ＝－６．５１，Ｐ＜０．００１）。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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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学生抑郁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

项目 ｎ 躯体症状 抑郁情绪 积极情绪 人际关系 抑郁总分

性别

　　男 ３２４ ４．９１±３．３５ ４．５３±３．９１ ３．０７±２．５２ １．０６±１．２３ １３．５７±９．８１

　　女 ２２７ ５．５０±３．４８ ４．９６±４．３０ ３．８３±２．７０ １．０８±１．２９ １５．３６±１０．１２

　　ｔ －１．９９　 －１．２１　 －３．３６　 －０．１６　 －２．０８　

　　Ｐ ０．０４７　 ０．２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８７２　 ０．０３８　

生源地

　　城镇 １８６ ５．２４±３．４５ ４．８１±４．３１ ３．５４±２．７０ １．０８±１．３３ １４．６６±１０．１５

　　农村 ３６５ ５．１１±３．３９ ４．６５±３．９６ ３．３０±２．５７ １．０７±１．２２ １４．１３±９．８９

　　ｔ ０．４１　 ０．４２　 １．０１　 ０．０８　 ０．５９　

　　Ｐ ０．６８０　 ０．６７５　 ０．３１２　 ０．９３３　 ０．５５６　

年级

　　大一 ２３０ ４．７０±３．４４ ４．３２±３．９５ ２．５５±２．３１ １．１０±１．２５ １２．６７±１０．１５

　　大二 １２３ ５．９０±３．３２ ５．３７±４．１４ ３．５５±２．６５＃ １．１３±１．２５ １５．９６±１０．１２

　　大三 １５２ ５．１３±３．３４ ４．３８±４．０１ ４．２４±２．６２＃ ０．９０±１．１４ １４．６４±９．１９

　　大四 ４６ ５．５０±３．４６ ５．９３±４．４２ ４．２８±２．８０＃ １．２８±１．５７ １７．００±１０．０２

　　Ｆ ３．５７　 ３．５８　 １６．３５　 １．５１　 ４．４６　

　　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４　

　　注：躯体症状维度上，大一与大三相比，Ｐ＜０．０５；抑郁情绪维度上，大一、大三与大二、大四相比，Ｐ＜０．０５；积极情绪维度上，大一
与大二、大三、大四相比，＃Ｐ＜０．０５；抑郁总分上，大一与大二、大四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ｒ）

变量
一般自我
效能感

躯体
症状

抑郁
情绪

积极
情绪

人际
关系

抑郁
总分

一般自我效能感 １

躯体症状 －０．２６ １

抑郁情绪 －０．２５ ０．７９ １

积极情绪 －０．３０ ０．６０ ０．６５ １

人际关系 －０．１４ ０．６３ ０．７１ ０．５４ １

抑郁总分 －０．２８ ０．９０ ０．９４ ０．８０ ０．７７ １

　　注：Ｐ＜０．０１。

表４　影响抑郁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Ｂ 标准误差 Ｂｅｔａ ｔ Ｐ

抑郁 常量 １０．１５ １１．０２ ０．９２ ０．３５７

性别 －０．１８ ０．９ －０．２ －０．２ ０．８４４

年级 ０．０８ ０．６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９０６

一般自我效能感 －０．４５ ０．０７ －０．２７ －６．５１ ＜０．００１

　　注：赋值情况，性别（男＝１，女＝２）；年级（大一＝１，大二＝２，大
三＝３，大四＝４）；调整后Ｒ２＝０．０８３，Ｆ＝１１．０１５，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Ｈｏｐｅ以北美医学生为被试发现大学生群体的
抑郁情绪显著高于同龄人［１］，基于中国大学生群

体的负性情绪是否显著高于同龄其他被试群体则

有待深入研究。Ｍｅｔａ分析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
抑郁症的患病率呈逐年增长趋势［１４］。本研究在两

所大学中取样，研究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大学生群体

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使用ＣＥＳＤ测得的大学生抑郁总分比
章婕等［１５］构建的 １８～３０岁年龄组 ＣＥＳＤ全国常
模略高，这可能与被试群体有关。男大学生一般自

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与王才康［１２］、汪

纬静［８］的研究结果均一致，同时谢宇等［１６］关于大

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元分析研究也为此提供

了证据。目前这一现象的原因更多的被解释为社

会支持、社会性别角色所造成［１７］。女生相比男生

更不擅长调节负性情绪以及具有更强的负性情绪

易感性［１８１９］，更容易感受到压力、焦虑以及抑郁等

负性情绪，但是却并不擅长有效排解这类负面情

绪。本研究中的男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

比２００１年王才康等的研究结果有小幅增长，这可
能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新时代的大学生相

较于以往拥有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

本文结果显示，城镇生源大学生与农村生源大

学生的抑郁无差异。这与周敏的调查研究结果一

致［１９］。这或许是由于近些年来，农村城镇化进度

加快，农村与城镇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而导致部分

心理特质的差异也随之减小。

大一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最高，大二、大四学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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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抑郁水平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大一刚进入大

学这一新环境，时常参与社团等集体活动，学业压

力、人际压力以及就业压力均较小［２０］。而大二、大

四学生在抑郁得分上较高，这与 Ｂｅｉｔｅｒ等［２１］得出

的转校学生、高年级学生以及校外学生焦虑、抑郁

以及压力等负性情绪最严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这或许是因为大二学生在适应新环境后产生各种

压力或不适应大学学习等情况导致的抑郁水平升

高，而大四学生面临着毕业、考研、就业等人生选择

的压力，故拥有最高的抑郁水平。

此外，本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抑

郁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

负向预测抑郁。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大

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 ＣＥＳＤ量表抑郁总分及
其四个维度均存在负相关，这与温岚等［２２］的研究

结果一致。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积极情

绪问题、抑郁情绪、人际关系问题、躯体症状越轻，

武光路［２３］也在研究中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人

际关系存在负性相关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

们佐证了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及各其维度的关

系。

本研究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思

路。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需要更多关注女生的

抑郁及高年级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问题，努力

改善其学习适应性，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和人际关

系水平，提高其社交技能［２４２６］。推荐使用有效的

干预方法，例如舞动治疗、正念干预或瑜伽干

预［２７２８］等提高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从而缓

解大学生的抑郁［２９３０］。同时，可以尝试通过基于

互联网的心理干预措施来缓解大学生的抑郁［３１］，

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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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影响调查［Ｊ］．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９（６）：

４１２４１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６．０６．

００９．

［２１］ＢｅｉｔｅｒＲ，ＮａｓｈＲ，ＭｃＣｒａｄｙ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１５，１７３：９０９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ｄ．２０１４．１０．０５４．

［２２］温岚，黄时华，刘自强．自我效能感对抑郁影响：应付

方式的中介作用［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８

（２）：２０１２０３．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４２／ｊ．ｃｎｋｉ．ｃｊｈｐ．２０１０．０２．

０２７．

［２３］武光路．大学生自我表露、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人际关

系的相关研究［Ｄ］．大连：辽宁师范大学，２０１６．

［２４］李海斌，韩英．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交往能

力、社交焦虑的关系研究［Ｊ］．教育现代化，２０１６，３

（３８）：２８１２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４１／ｊ．ｃｎｋｉ．２０９５８４２０．

２０１６．３８．１３０．

［２５］梁丰．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及应对方式的研究

［Ｊ］．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８（４）：２９０２９４．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８．

［２６］张玉琴．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Ｊ］．黑龙江高教研究，

２０１９（９）：８４８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２６１４．

２０１９．０９．０１７．

［２７］Ｆａｌｓａｆ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ｖｅｒｓｕｓｙｏｇ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ａｎｘｉｅｔｙｉ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Ａｍ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Ｎｕｒｓｅｓ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６，

２２（６）：４８３４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１０７８３９０３１６６６３３０７．

［２８］轩希，吴捷，马慧霞，等．舞动治疗对大学生自我接纳

与自我效能感的干预［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０１７，２５（３）：５８４５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２８／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５

３６１１．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２．

［２９］ＺｅｎｇＹ，ＷａｎｇＧ，Ｘｉｅ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ｄ，２０１９，２４

（７）：７９８８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５４８５０６．２０１９．

１５７４３５８．

［３０］ＭｏｅｌｌｅｒＲＷ，ＳｅｅｈｕｕｓＭ．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ａｓａ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ｘｉｅｔｙ［Ｊ］．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２０１９，７３：１１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６．

［３１］ＨａｒｒｅｒＭ，ＡｄａｍＳＨ，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Ｈ，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Ｒｅｓ，２０１９，２８（２）：ｅ１７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ｍｐｒ．

１７５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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