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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成长主动性的影响
———基于精神信仰的视角

杜　超，祝婧媛

摘　要：通过对３６５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探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对成长主动性的影响以及精

神信仰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正相关，社会及实用主义信仰与成长主

动性正相关，超自然信仰与成长主动性负相关；社会信仰、实用主义信仰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成长

主动性的关系中调节作用显著，在高社会信仰和高实用主义信仰的人群中，负性生活事件对成长

主动性的影响作用更低；超自然信仰部分中介了生活事件对成长主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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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成长主动性（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ＧＩ）是指个 体 有 意 识 地、积 极 主 动 地 提 升 和 完 善

自己的倾向［１］。其特征包括：个体了解什么样的活

动可以带来个人成长，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变化，有

能力计划一个具体的改变过程，能够寻找和使用外

部资源，并且积极主动地投入［２］。相比于随年龄自

然发展带来的成长和环境因素引发的成长，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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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是有意识的、自发的、个体愿意接受的、有计

划性的、可控的，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就业绩效显

著正相关［３］，对个体的社会生活和心理健康具有重

要的作用。已有对成长主动性的研究主要围绕个

体人格和家庭环境来考察它们对成长主动性的影

响，关于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负面生活事件（ｌｉｆｅ　ｅ－
ｖｅｎｔ）对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探

讨。那么，个体在遭遇负面生活事件后主动性成长

是得到激发还是受到遏制，是会“愈挫愈勇”还是会

“一蹶不振”，了解其中的心理机制能更好地开展成

长教育、挫折教育和创伤后心理辅导。
精神信仰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浓缩，是指与人

的根本生命价值相联系，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根本价值原则，是个体成长与

发展的动力，驱使着人类追求生命和生活的价值、
目的和 意 义。它 对 个 体 毕 生 发 展、学 业 和 事 业 成

就、身心健康等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宋兴

川、金盛华认为，精神信仰包含超自然信仰、社会信

仰、实用信仰三个维度［４］１０１０，其中超自然信仰包括

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两种成分，社会信仰包括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和政治信仰三种成分，实用信仰包

括生命崇拜、金钱崇拜、家族崇拜和家庭主义四个

成分。精神信仰会影响到个体对人生的认知、态度

和行为。不同的世界观和信仰状态下，个体对于自

身的发展和努力也可能存在不同。当个体将个人

的发展好坏归因于命运、鬼神等外控因素时，就可

能较少主动地去规划和发展自己的成长路径，自我

改变的动机和准备较弱；相反，如果个体将个人发

展归因于自身努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等因

素时，就会有更宽广的视角和更长远的规划、会更

多地主动寻求各种资源实现自我成长。宋兴川、乐
国安探讨了精神信仰与个体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发现，精神信仰会影响应对方式，超自然信仰得分

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对幻想、退避等消极、退缩

的应对方式；社会信仰高的个体则更倾向于采用解

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的、成长的应对方式［５］。但目

前尚未见到直接探讨精神信仰与成长主动性关系

的研究结果。
哲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的很多论述中都提到生

活事件是信仰变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徐明津、冯志

远、莫如雯等的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与超自然信仰、
社会信仰与实用信仰三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

活事件作为危险因子会引起个体的反思，不仅会影

响精神信仰的形成，也在精神信仰的变化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 角 色［６］１２５０。然 而，个 体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遇

到的负面生活事件类型千差万别、影响程度也不尽

相同，这些不同的生活事件会如何影响个体的成长

主动性，精神信仰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本研

究中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二、研究方法

　　１．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厦门市２所大学的学生进

行测试，共发放３８０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３６５份，
有效率为９６．０５％。其 中 男１９０人，女１７５人；汉

族３２１人，少数民族４３人；人文社科１７４人，理工

科１２９人，医 科 ４３ 人；本 科 生 ２７１ 人，研 究 生

９４人。

２．研究工具

《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Ⅱ）：由 罗 比 切 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Ｒｏ－
ｂｉｔｓｃｈｅｋ）、阿 什 顿（Ｍａｔｈｅｗ　Ｗ．Ａｓｔｏｎ）、斯 佩 林

（Ｃ．Ｃｙｎｔｈｉａ）等编制，共１６个项目，使用６点计分

标准，包含对改变的准备、计划性、利用资源、主动

的行为４个分量表。量表内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０
～０．９４，１星期的重测信度为０．８２、四星期的重测

信度为０．６２［７］。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Ｒａｔ－

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由 刘 贤 臣、刘 连 启、杨

杰等编制，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
健康适应和其它共６个因子２７个条目，未发生的

情况选择未发生，若发生过则根据当时的心理感受

进行５点评分。量表内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分半

信度０．８８，一星期重测信度０．６９［８］。
《大学生精神信仰问卷》由宋兴川和金盛华编

制，共３９个项目，使用５点计分标准，包含超自然

信仰、社会信仰和实用信仰三个分量表，其中超自

然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神灵崇拜。社会信仰包括民

族主义、国家主义、政治信仰。实用信仰包括生命

崇拜、金钱崇拜、家族崇拜和家庭主义等。重测信

度为０．６８，构想效度良好［４］１０１０。

３．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分析

　　１．大学生生活事件与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关系

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成长主动性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平均得分为３．３２±０．６４（０～５分计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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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学历、专业、民族的大学生成长主动性差异不

显著。
生活事件对个体的成长主动性存在影响，总体

上看，生活事件得分与个体成长主动性呈正相关，

ｒ＝０．１０３，ｐ＝０．０４９，即 经 历 的 生 活 事 件 越 多、对

个人影响越大，则个体的成长主动性越高。
具体分析不同生活事件对成长主动性的影响，

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主动性

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作用：生活事件中的“学习”因子

与个人成长主动 性 正 相 关，相 关 系 数ｒ＝０．１１４（ｐ
＝０．０２９），“其他”因子与个人成长主动性正相关，
相关系数ｒ＝０．１０５（ｐ＝０．０４５）。

２．生活事件、精 神 信 仰 与 成 长 主 动 性 之 间 的

关系分析

个体的精神信仰状况与成长主动性存在一定

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精神信仰类型

对个体成长主动性存在不同的影响：社会信仰得分

与成长主动性 存 在 正 相 关，ｒ＝０．２８９，ｐ＜０．００１，
实用 主 义 信 仰 与 成 长 主 动 性 正 相 关，ｒ＝０．１３０，

ｐ＝０．０１３，个 体 的 社 会 信 仰 与 实 用 主 义 信 仰 得 分

越高，成长主动性越高；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的成长

主动性存在 负 相 关，ｒ＝－０．１０３，ｐ＝０．０４８，超 自

然信仰得分越高，成长主动性越低。
个体的精神信仰会与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存

在一定 的 关 系。生 活 事 件 与 超 自 然 信 仰 正 相 关，

ｒ＝０．１１２，ｐ＝０．０３２，经 历 的 负 性 生 活 事 件 越 多，
超自然信仰越高；但生活事件与社会信仰、实用主

义信仰的相关不显著。其中，生活事件中的“学习”
因子与社会信仰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１３３（ｐ
＝０．０１１），“丧失”因子也与社会信仰得分正相关，
相关系数ｒ＝０．１３０（ｐ＝０．０１３）；生活事件中的“受

惩 罚”因 子 与 超 自 然 信 仰 正 相 关，相 关 系 数 为

０．１１２，ｐ＝０．０３２；生 活 事 件 中 的“受 惩 罚”因 子 与

实用主义 信 仰 正 相 关（ｒ＝０．１２１，ｐ＝０．０２２）、“其

它”因子也与实用主义信仰存在正相关（ｒ＝０．１２０，

ｐ＝０．０２２）。

３．精神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三种精神信

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关系中的作用。
（１）社会信 仰 在 生 活 事 件 与 成 长 主 动 性 的 关

系中存在调节作用。以个体成长主动性为因变量、
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社会信仰为调节变量，进

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模型１包含生

活事件和社会信仰两个变量，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增加 了 生 活 事 件 与 社 会 信 仰 交 互 作 用 变 量。

模型２相对于模型１的决定系数变化值Ｒ２ 更改达

到显著水平，这说明生活事件与社会信仰的交互作

用显著，社会信仰在生活事件与个体成长主动性中

存在调节作用，且随着社会信仰得分的增加，生活

事件对个人成长主动性的正效应减弱。也就是说，

当个体社会信仰较低时，负性生活经历能够促进个

体的成长主动性；但当个体有较高社会信仰时，生

活经历对于个人是否主动地寻求成长的影响有限。
表１　社会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的关系的

调节效应

名称 决定系数Ｒ２　 Ｒ２ 更改 Ｓｉｇ．Ｆ更改

模型１　 ０．０８５

模型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实用主义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的关

系中同样存在调节作用。以个体成长主动性为因

变量、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实用主义信仰为调

节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模

型１包含生活事件和实用主义信仰两个变量，模型

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事件与实用主 义

信仰的交互作用变量。模型２相对于模型１的决

定系数变化值Ｒ２ 更改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生活

事件与实用主义信仰的交互作用显著，实用主义信

仰在生活事件与个体成长主动性中存在调节作用，

且随着实用主义信仰得分的增加，生活事件对个人

成长主动性的正效应减弱。也就是说，当个体实用

主义信仰较低时，负性生活经历能够促进个体的成

长主动性；但当个体有较高实用主义信仰时，生活

经历对于个人是否主动地寻求成长的影响有限。
表２　实用主义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的关系的

调节效应

名称 决定系数Ｒ２　 Ｒ２ 更改 Ｓｉｇ．Ｆ更改

模型１　 ０．０２０

模型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超自然信仰在生活事件与个人成长主动性的

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采用因果步骤法进

行三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１为超自

然信仰对生活事件的回归方程，自变量的标准化系

数β＝０．１１２，ｐ＝０．０３２，说明生活事件会影响个体

的超自然信仰；模型２为成长主动性对生活事件的

回归 方 程，自 变 量 的 标 准 化 系 数β＝０．１０３，ｐ＝
０．０４５。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超自然信仰

作为自变量后，超自然信仰对成长主动性的影响显

著（β＝－０．１１６，ｐ＝０．０２６），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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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性 的 影 响 作 用 依 然 显 著（β＝－０．１１６，ｐ＝
０．０２７）。这说明超自然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

性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

越多，超自然信仰越高，而较高的超自然信仰会降

低个体的成长主动性。
表３　超自然信仰在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的关系中的

中介效应

名称 预测变量 预测源 决定系数Ｒ２

模型１ 超自然信仰 生活事件 ０．０１０

模型２ 成长主动性 生活事件 ０．００８

模型３ 成长主动性
生活事件

超自然信仰
０．０１９

　　四、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负性生活事件与成长主动性

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不同类型的精神信仰在其中

的作用。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主动

性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负性生活

事件的增多会提高个体的主动性成长，即经历挫折

会使得个体更有自我成长的方向、计划和行动。在

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社会信仰和实用主义信仰起到

调节作用：社会信仰和实用主义信仰低的个体，负

性生活事件对成长主动性影响大；社会信仰和实用

主义信仰高的个体，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主动性的

影响较低。另一方面，负面生活事件的增多会使得

超自然信仰上升，进而降低个体成长的主动性。超

自然信仰在负性生活事件、成长主动性之间扮演了

中介的作用。
关于生活事件对成长主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总体上生活中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助于推

动个体的主动性成长，即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越挫越

勇，如尼采所言，“凡未能将我打败的，都将使我更

强大”。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会提升个体成长主动性

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负面事件的发生能

更多提醒个体生活与自身存在不足之处，使得个体

有更为清晰的成长需求和目标；其次，个体在体验

到负面事件带来的消极体验后，为了规避未来可能

发生的负面事件，会更多提前计划，未雨绸缪，推动

自身成长和发展；再次，由于曾经遭遇并应对过负

面事件，个体发展出更多的成长手段、能更有效地

利用资源。
值 得 注 意 的 是，负 面 生 活 事 件 对 成 长 主 动 性

的促进 作 用 并 非 存 在 于 所 有 群 体 之 中。本 研 究

探讨了个 体 内 在 的 精 神 信 仰 对 负 面 生 活 事 件 和

成长主动性关系 中 的 调 节 作 用，发 现 对 社 会 信 仰

和实用主义信仰 较 低 的 群 体 而 言，负 性 生 活 经 历

对成长主动性有 较 高 的 提 升 和 推 动；但 对 于 有 较

高社会信仰和实 用 主 义 信 仰 的 群 体，负 性 经 历 与

成长主动性相关 要 弱 得 多：这 些 个 体 并 不 需 要 通

过经历负 性 事 件 来 增 加 成 长 主 动 性，相 反，无 论

个人经历 如 何，他 们 都 拥 有 较 高 的 成 长 主 动 性。
这可能 是 由 于 信 仰 的 力 量 在 其 中 起 作 用。精 神

信仰处于个性倾 向 性 的 最 高 位 置，对 需 要、兴 趣、
理想、信念 和 世 界 观 起 调 节 的 作 用，对 个 体 的 行

动起到指引和动 力 的 作 用，决 定 着 心 理 活 动 的 方

向和效 能。当 个 体 存 在 较 高 的 内 在 信 念 和 动 力

时，对外在力量推 动 作 用 的 依 赖 就 会 减 弱。在 这

一方面，社会信仰 和 实 用 主 义 信 仰 所 发 挥 的 作 用

是相似的。尽管实 用 主 义 信 仰 过 于 实 体 化，是 一

种具体的、有 待 实 现 的 有 限 之 物，缺 乏 作 为 终 极

关怀的特性，但我 们 认 为 至 少 在 推 动 个 体 主 动 性

成长方面，其存在仍具有积极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主动性潜在的消极

作用也不容被忽略。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可能

会提高个体的超自然信仰，进而降低个体的成长主

动性。也就是说，“一蹶 不 振”“心 灰 意 冷”等 成 语

所描述的状态有可能发生，在儿童、青少年教育中

不能一味给予挫折体验是有道理的。不恰当的负

性生活事件 会 使 个 体 产 生 精 神 焦 虑，而 过 高 的 焦

虑、无力感会影响归因，使得个体寻求超自然的力

量，投向宗教或迷信的怀抱而寻求心灵的寄托和慰

籍。在中国这个无宗教信仰文化环境中，有很多研

究显示，人际关系、生活压力、挫折、健康危机状态

等负性 生 活 事 件 是 影 响 个 体 宗 教 信 仰 的 重 要 因

素［９－１０］，本研究也支持这一结果。不过也有研究者

得出不同的结果［１１］，这一点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精神信仰关系到个体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影响个

体对决定自身发展因素的归因，当个体存在较高的

超自然信仰时，内心有对神灵的信服和崇拜状态，
更倾向于将决定自身未来的因素归于外在的超自

然力量，因而在寻求成长方面的主动性（包括计划、
意愿和行为）降低。

关于负性生活事件与精神信仰中社会信仰、实
用主义信仰的关系，本次研究的结果发现个体的生

活经历对 社 会 和 实 用 主 义 信 仰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
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超自然信仰，社会信仰和实用

主义信仰的发展更多由生活中的其它因素比如教

育、社会大环境和风气的影响。但以往有研究者提

（下转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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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研究结果，认为生活事件与超自然信仰、社

会信仰与 实 用 信 仰 三 维 度 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６］１２５０。
此外，在本次研究中也发现不同的负面事件对精神

信仰的影响作用不同，“学习”“丧失”与社会信仰得

分正相关，“受惩罚”与超自然信仰、实用主义信仰

正相关，“其它”因子与实用主义信仰正相关等。关

于生活经历对精神信仰的影响作用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讨。
充分了解负性生活事件如何影响个体的未来

发展，对于开展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创伤后心理辅

导、挫折教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外在

（生活事件）和内在（精神信仰）两个维度探讨了个

体成长主动性的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并初步探究

了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的影响，研究结果提

示，对于拥有不同精神信仰状态的个体而言，采取

不同的应对方式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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