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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跨文化适应压力与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陈家宝1,刘欢1,彭青和2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12 1.医药经济管理学院;2.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摘要:为探讨来华留学生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以及跨文化适应压力与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采用

感知社会支持量表、跨文化适应压力量表、DASS-21抑郁分量表、应对方式量表对280名留学生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1)感知社会支持对来华留学生抑郁情绪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5(P<0.001);(2)跨文化适

应压力在感知社会支持与来华留学生抑郁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47(P<0.001);应对方式

在感知社会支持与来华留学生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52(P<0.05);(3)跨文化适应压力和积

极应对方式在感知社会支持与来华留学生抑郁情绪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105(P<0.01)。跨文

化适应压力和应对方式在来华留学生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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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国留学已成为越来越多

学生求学的选择。然而,在异国他乡,留学生要面

临诸多问题,感知社会支持是其首要问题。由于经

济困难等原因,留学生在求学过程中要承担更多的

压力,这也导致与他人建立友好关系的困难增加,
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留学生在面对文化差异、语
言障碍等问题时,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有研究结

果显示,留学生抑郁、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较多,
人际关系也较紧张[1]。相比其它群体,留学生群体

的抑郁症状发生率更高[1]。这不仅对他们的学业成

绩造成不利影响,更对其个人在国外的发展造成了

长远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留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调查,有35%的留学生患有1种或多种精

神障碍[2]。与国外相比,我国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

较少,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更少。

  国外对留学生的研究表明,留学生比本土学生

面临更多困难[3],国内的调查也发现来华留学生比

本土学生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等方面表现

更明显[4],自我耗损和其后效更严重[5]。学生的社

会支持来自学术同伴团体、与教师的非正式互动、
个人辅导课、社交网络、学生支持服务,以及与朋友

和家人的密切关系[6]。一般来说,社会支持是个人

和他人之间提供资源和交换的一套程序,包括家庭

成员、同伴和重要的其他人[7]。获得良好的社会支

持的个体可以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和

抑郁,同时保持心理健康稳定[8]。由于社会支持与

心理健康益处有关,许多研究关注感知的社会支持

对抑郁症的影响[9-12]。来华留学生的感知社会支持

与抑郁的关系得到了诸多印证[13]。抑郁症是一个

具有临床意义且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长期的

抑郁情绪是导致亚健康、慢性疾病、自杀自伤、伤害

他人的重要因素[14]。抑郁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健

康问题,在学生当中,尤其在来华留学生中更容易

产生。这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业和人际关系,减少其

社会参与度,更会对来华留学生的身心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增加自杀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1:感知社会支持对来华留学生抑郁情绪有显著

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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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适应压力一般包括个人或制度歧视、新
语言学习和熟练使用、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和行

为、思乡念家等方面[15-16]。来华留学生在进入新环

境后,在学习与生活过程中会产生许多跨文化适应

的问题,有研究显示,跨文化适应压力会影响来华

留学生的心理健康,过多的压力更容易产生抑郁情

绪[17]。而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降低跨文化适应的

压力提高社会支持的感知,从而降低抑郁情绪。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跨文化适应压力是感知社会

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

  应对(coping),又称应付,指人们用于应对那些

被认定为压力处境时的内外部需求的想法或行为,
或指个体为了掌控、减小或忍受由感受到的挑战、
伤害或者威胁带来的压力的一种尝试[18]。应对方

式一般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19],在面对压力

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更好地帮助留学生解

决问题,减轻压力;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导致压力

更加严重,还会影响自身心理健康,不利于学业与

社交。有研究发现[20],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大学生相

比,存在更多的心理问题,并且来华留学生通常采

用不作为或者逃避等消极的方式来应对学习与生

活中的应激事件。应对方式的差异会影响来华留

学生感知社会支持的程度,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应对方式是感知社会支持

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变量。

  有研究显示,个体的跨文化适应压力与应对方

式有显著关系[21]。跨文化适应压力越低,来华留学

生越容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反之会

更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逃避问题。跨文化适应

压力与应对方式均能够影响来华留学生的抑郁情

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跨文化适应压力和

应对方式在感知社会支持与来华留学生抑郁情绪

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长三角地区某市的5所大学的来华留学

生,通过问卷星向来华留学生发放英文调研问卷,
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填写,研究对象英文水平能够

正确理解问卷问题和选项。收集问卷共291份,回
收有效问卷280份。其中,男生120人,女生160
人;本科152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28人;年龄<
21岁100人,21~24岁76人,≥25岁104人;在华

时间1~6年,平均(2.7±1.6)年,不满整年的部分

按1年计算,其中≤1年172人,2~4年80人,≥5
年28人。

  (二)研究工具

  1.感知社会支持量表(PSSS)。由Zimet等人

研制用于评估研究对象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情况[22]。
该量表共12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该量表采用1
(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5点计分方式,得分越

高反 映 个 体 社 会 支 持 感 知 度 越 高。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为0.90。

  2.留学生文化适应压力量表(ASSIS)[23]。共

36个题目,分为7个因子,采取1(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5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反映来华留学

生跨文化适应压力越大。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0.96,7个因子的Cronbachs

 

α为0.75~0.89。

  3.应对方式(Brief
 

COPE)[24]。本问卷共有28
个项目,且将项目分为14个双项分量表。简版

COPE单项得分采取1(根本不做)~4(经常做)4点

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采取的应对方式越积

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

  4.抑 郁。采用中文修订的抑郁-焦虑-压力量

表[25](DASS-21)中的抑郁分量表。该量表包括7
个题目,采取1(根本不适用于我)~4(很多时候或

大部分时间都适用于我)4点计分方式,个体的抑郁

程度根据得分的高低反映,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

越深。该量表已被证明适用于大学生群体[26]。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

  (三)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7.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相
关性分析等,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跨文化适应压

力和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检验[27],结果显

示,特征值>1的因子有17个,第1个因子解释率

为23.76%,未超过40%,因此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

析,对感知社会支持、抑郁、跨文化适应压力和应对

方式在性别、中文基础、年级、来华时间、年龄和宿

舍情况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性别、中文基础仅在感知社会支持上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感知社会支持、抑郁、跨文化适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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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应对方式在年级、来华时间、年龄和宿舍情况 变量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项目 分组 感知社会支持 抑郁 跨文化适应压力 应对方式

性别 男 44.90±7.95 11.80±5.10 89.87±25.37 66.07±13.39
女 46.88±7.33 11.18±4.00 88.80±23.68 67.67±14.00

t -2.152* 1.111 0.362 -0.969
中文基础 较好 45.47±7.68 11.60±4.67 89.67±24.71 67.05±13.13

较差 48.75±6.98 10.67±3.51 87.25±22.84 66.67±16.53

t -2.739** 1.582 0.626 0.176
年级 大一 44.06±6.94 11.33±5.63 92.44±23.88 62.44±15.88

大二 41.50±3.74 13.00±4.28 106.50±8.02 72.50±1.60
大三 44.75±7.67 12.63±4.34 92.88±16.39 67.88±13.88
大四 45.30±5.68 10.60±2.23 88.10±20.35 66.30±6.55
硕士 43.63±8.58 15.00±4.13 101.00±18.82 72.88±14.88
博士 49.42±7.71 10.17±3.74 80.79±28.02 67.96±13.49

F 6.810*** 7.166*** 5.400*** 3.277**

来华时间/年 <1 47.65±7.39 10.18±2.35 84.88±21.96 65.35±11.19

1 44.92±6.37 12.23±4.81 92.96±22.99 66.08±15.92

2 44.38±7.30 14.69±5.55 100.92±20.91 72.46±10.59

3 53.50±6.95 8.50±0.53 92.00±18.17 61.00±2.14

4 48.00±9.04 7.80±1.20 81.40±22.03 61.80±6.17

≥5 45.71±10.37 9.00±1.81 69.29±29.18 69.57±18.14

F 3.472** 15.124*** 8.501*** 3.120**

年龄/岁 16~18 49.67±7.15 8.00±1.48 87.67±19.64 52.33±17.50

19~21 46.18±6.81 11.82±5.12 89.09±22.91 69.50±12.95

22~24 43.00±7.48 12.68±4.49 92.05±21.37 64.26±13.66

≥25 47.69±7.88 10.62±3.82 87.54±28.00 68.54±12.77

F 6.944*** 5.933** 0.521 7.449***

宿舍情况 1人间 49.13±8.32 9.20±2.74 74.33±29.15 72.53±15.15

2人间 45.52±7.09 12.05±4.72 91.83±22.13 65.80±11.65

3人间 49.00±0.00 11.00±0.00 75.00±0.00 68.00±0.00

4人间 43.93±7.81 12.14±4.84 98.93±17.77 64.36±16.57

F 5.375** 6.789*** 12.957*** 12.957**

  注:表中数据为X±S;*P<0.05,**P<0.01,***P<0.001。

  (三)相关性、描述性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在感知社会支持、
跨文化适应压力、应对方式和抑郁之间两两相关。
而年龄与中文基础、感知社会支持三者之间有相关

性(表2)。

  (四)感知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

用检验

  依据假设,以感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跨文化

适应压力和应对方式依次为中介变量,抑郁为因变

量,性别和中文基础作为控制变量,构建链式中介

模型。模型拟合指标如下:χ2/df=2.61,TLI=
0.95,RMSEA=0.08,CFI=0.94,SRMR=0.07。
结果显示,感知社会支持负向预测跨文化适应压力

(β=-1.658,P<0.001);跨文化适应压力正向预

测应对方式(β=0.076,P<0.05);跨文化适应压力

正向预测抑郁(β=0.090,P<0.001);应对方式正

向预测抑郁(β=0.078,P<0.001);感知社会支持

负向预测抑郁(β=-0.035,P<0.001;感知社会支

持正 向 预 测 应 对 方 式 (β=0.681,P <0.00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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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年龄 中文基础
感知社会

支持
应对方式

跨文化

适应压力
抑郁 X±S

年龄 1 1.571±0.496
中文基础 -0.219** 1 1.171±0.378
感知社会支持 0.128* 0.162** 1 46.029±7.650
应对方式 0.058 -0.011 0.308** 1 66.986±13.743
跨文化适应压力 -0.022 -0.038 -0.520** -0.062** 1 89.257±24.379
抑郁 -0.069 -0.079 -0.236** 0.185** 0.495** 1 11.443±4.505

  注:*P<0.05,**P<0.01。

图1 链式中介模型结果

  采用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重复取

样5
 

000次),结果显示,感知社会支持对抑郁的总

效应为-0.139(P<0.001),直接效应为-0.035
(P<0.001),总间接效应为-0.105(P<0.01);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模型的总

效应、直接效应、总间接效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3)。

表3 链式中介检验结果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t P LLCI ULCI
间接效应 感知社会支持⇒跨文化适应压力 -1.658 0.163 -10.161 <0.001 -1.978 -1.339

感知社会支持⇒应对方式 0.681 0.119 5.703 <0.001 0.447 0.915
跨文化适应压力⇒应对方式 0.076 0.037 2.036 0.043 0.003 0.150
跨文化适应压力⇒抑郁 0.090 0.011 8.036 <0.001 0.067 0.110
应对方式⇒抑郁 0.076 0.018 4.350 <0.001 0.042 0.111

间接效应总和 感知社会支持⇒抑郁 -0.105 0.042 -2.472 0.005 -0.258 -0.095
总效应 感知社会支持⇒抑郁 -0.139 0.034 -4.054 <0.001 -0.206 -0.072

  注:LLCI指估计值95%区间下限,ULCI指估计值95%区间上限。

  三、结论

  本研究发现,感知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来华

留学生的抑郁情绪,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28],支
持了研究假设1。感知社会支持是来华留学生在求

学过程中经历的必要阶段,感知社会支持的程度越

低,可能会导致来华留学生在学习或交往过程中感

受到越多压力,越容易出现抑郁等负面情绪,从而

影响其心理健康和学习生活。所以来华留学生自

身要具备开朗的性格,遇到困难时要积极寻求他人

帮助,这样有利于提升来华留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

知,从而降低抑郁出现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跨文化适应压力在感知社会支持

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果印证了假设2,这
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似[29]。一方面,跨文化适应压力

的增加会对个体的积极情绪造成负面影响,个体的

积极情绪越低,就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感知社会

支持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压力有较大影响,来华留

学生在异国他乡学习,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习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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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等因素,往往会有诸多不适应,当来华留学生感

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其学习压力以及适应压力越

大。如果社会支持感知长期处于较低的程度,来华

留学生对自己的跨文化适应压力便很难得到释放,
长期如此便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所以来华留学

生要学会释放跨文化适应压力,如运动、购物等。
另一方面,有适当的跨文化适应压力的来华留学生

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在学业和社交上不仅有积

极影响,还能够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满足,提高

自己的主观幸福感。然而,目前来华留学生没有更

好地感知社会支持,导致其跨文化适应压力不断增

加,进一步加深了抑郁情绪。作为来华留学生,应
当学会适度控制跨文化适应带来的压力,充分利用

压力给予的动力去学习和实践,这样可以对自身的

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在来华留学生感知

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果部分印

证了假设3,与以往研究相似[30]。由于来华留学生

与国内学生的生活习惯不同,其在面对压力和困难

时,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采取的应

对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同,并且对个体的心

理健康造成的影响也不同。来华留学生在感知社

会支持较低时往往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利于其

心理健康发展,容易产生和加深抑郁情绪。相反,
当来华留学生有较高的社会支持感知时,能够采取

积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有利于减少压力,还有利于

降低抑郁情绪,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对来华留学生

的抑郁情绪产生了积极影响。来华留学生在遇到

压力或困难时,应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去解决问

题,不仅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而且有利于增强自信

心,对自身心理健康也有很大帮助。

  本研究还发现,感知社会支持可通过跨文化适

应压力与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来降低来华留

学生的抑郁情绪,支持了研究假设4。感知社会支

持减少了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压力,文化适应

压力较低的个体能够更好地接受新文化,并且会根

据压力的大小和主观幸福感的强弱调整自己的行

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自己对新文化的适应

性,降低在新环境下的消极情绪。面对文化价值观

差异时,跨文化适应压力低的个体能够采取更积极

的应对方式,进而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个体

抑郁情绪也会降低。本研究结果提示,提高社会支

持感知有利于降低跨文化适应压力,来华留学生会

更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压力,有助于提高其

心理健康水平,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对来华留学

生而言,提高社会支持的感知度更多的是要培养开

朗的性格和坚韧的品格,这样才能在新环境中有更

好的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横断面研究无法

直接确立因果关系,未来宜采用纵向研究和更详尽

的实证研究来探究变量间的关系。其次,数据收集

集中在学期末,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应选择恰

当时间并结合客观数据和他评数据进行分析。最

后,从跨文化适应压力与应对方式进行分析可能不

够全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评估工具。

  基于本研究结果,未来可开展针对性干预研

究,如降低跨文化适应压力、增强社会支持感知等。
同时,建议未来研究探索更多其他中介变量,如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或心理弹性,还可以分析医学

类专业与非医学类专业之间的差异,以全面理解来

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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