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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的性别差异研究
李娟娟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采用 "压力应对方式问卷 "对陕西师范大学 148名大四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大学毕业生面临压力时以积极应对
方式为主；（2）大学毕业生在消极应对因素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高于男生；在积极应对因素上不存在性别差异；（3）大学
毕业生在解决问题、求助取向、自责、幻想、合理化这 5个应对因子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在退避这一应对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女生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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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of pressure coping styles" ,the author of this research have investigated 148 senior gradu-
ates of Shann 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pressure coping styles adopted by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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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压力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的压力有助于提
高个人生活的质量和学习、工作的效率，但过度的压力则会影
响其身心健康[1]。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文化层次水平较高的大
学生压力感受越来越大，这也使得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日趋
严重的危害。然而面对压力并不可怕，关键是要采取积极的态
度和积极的应对方式来缓解压力。

大学阶段是生理心理发育及适应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心
理冲突和压力的高发时期，积极的应对方式是缓解其压力的重
要途径。我国大学生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背景和校园生
活。四年当中，由于面临的学习任务和人生课题不同，各年级大
学生面临的压力源也个不相同。查明不同成长阶段的大学生的
压力及应对方式特点，对于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需要，采
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十分必要[2]。随着当前高校连年扩招，毕
业人数逐年增多，大学生就业压力趋大，大学生找到理想的工
作越来越困难，这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造成很大的精神和心理
压力，使他们因焦虑，自卑而失去安全感，许多心理问题也随之
产生。本研究将以陕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不

同性别的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的差异，以及各个应对因子
上的性别差异，并试做浅要分析，为促进大学生采用积极的应
对方式缓解压力，进而为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一定的依
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陕西师范大学大四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8份，有效回收率为 74%。其中女生人数为
95人，占 64.2%，男生人数为 53人，占 36.8%；其中找到工作的
31人，未找到工作的 117人。
2.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选取 "压力应对方式问卷 "，问卷分为积极应对
因素、消极应对因素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因素包括解决问题、求
助取向、合理化 3个应对因子，消极应对因素包括自责、幻想、
退避 3个应对因子，共包含 62个问卷项目。该问卷采用 Likert
4点量表的评分形式（1代表不采取，2代表偶尔采取，3代表有
时采取，4代表经常采取）。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89，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90，积极应对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消极应对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说明该问卷具有较高
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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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Gender Mean SD P

NO.3通过其他活动解脱 男Male 2.51 0.749 0.412

NO.3 Relief through other activities 女 Female 2.62 0.814

NO.16尽量看到问题好的一面 男Male 2.52 0.696 0.591

NO.16 Try to see the good side of the problem 女 Female 2.60 0.817

NO.23做些改变和调试 男Male 2.62 0.739 0.884

NO.23 Make a change and adjustment 女 Female 2.64 0.797

NO.42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 男Male 2.54 0.809 0.116

NO.42 Seek advice form Relatives, friends or

classmates
女 Female 2.75 0.676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及差异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在积极应对因素上的得

分为 76.58，在消极应对因素上的得分为 70.06，它们之间存在
显著的差异（P<0.05）。说明大学毕业生面对压力还是以积极的

应对方式为主，这与刘贤臣（1998）关于青少年应对方式个案研
究结论一致。张林等人通过研究总结出大学生的应付方式，主
要以积极的应付方式为主[3]。这也同本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
3.2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在性别以及不同应对因子上的差
异检验。

维度
Dimensions

性别
Gender

均数
Mean

平标准差
SD

P

解决问题 Problem Solving 男Male 30.66 4.748 0.791

女 Female 30.45 4.365

求助取向 Seek Help 男Male 16.92 3.275 0.529

女 Female 17.92 2.829

自责 Self-reproach 男Male 8.88 1.938 0.046

女 Female 9.61 2.179

幻想 Illusion 男Male 16.13 3.162 0.302

女 Female 16.69 3.169

退避 Retreat 男Male 20.20 3.814 0.000

女 Female 24.10 4.736

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男Male 18.05 3.324 0.813

女 Female 18.18 2.828

表 1 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在不同应对因子上的性别上差异检验
Table.1 Coping Styles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different response factors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st

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男生积极应对因素上的得分为 76.45，女生积极应对因素的得
分为 76.66，它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杨建文(2003)对
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经常能够应用积极调节方法的男生为
54.4%,女生为 50.3%[1]。男生消极应对因素得分为 66.34，女生
消极应对因素得分为 72.12，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女
生相对男生来说较多的采用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

比较大学毕业生在不同应对因子上的性别差异，（见表
1），可以看出在解决问题、求助取向、自责、幻想、合理化这 5个
应对因子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退避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P<0.
05)。男生在解决问题上的得分为 30.66，女生为 30.45。不存在

显著差异，这个结果与其它研究相一致。黄希庭等对中学生的
研究都没有发现在解决问题这一积极应对方式上存在性别差
异[4]。在求助取向上，男生的得分是 16.92，女生是 17.92，说明女
生比男生更倾向于求助。在自责上，女生的得分是 9.61，高于男
生的 8.88，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自责。在幻
想、合理化上，女生的得分都高于男生，但不存在显著差异。在
退避这一因子上，男生的得分为 20.20，女生的得分为 24.10，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面临压力时，女生更容易选择逃避，表现
出女生的消极性。
3.3 大学毕业生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检验

表 2 大学毕业生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检验
Table.2 Graduat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st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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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6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 男Male 2.42 0.951 0.467

NO.46 Stood his stand, fighting for their desired 女 Female 2.30 0.952

NO.52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男Male 2.55 0.964 0.304

NO.52 Find several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女 Female 2.39 0.816

NO.2时间一过事情自然就会变化，只需耐心等待 男Male 2.43 0.694 0.682

NO.2 Time is over things will change, just be patient 女 Female 2.38 0.827

NO.12自己安慰自己 男Male 2.64 0.834 0.997

NO.12 Their own comfort 女 Female 2.64 1.009

NO.20期待奇迹出现 男Male 1.96 0.854 0.273

NO.20 Expect a miracle 女 Female 2.13 0.878

NO.37通过喝酒或抽烟等方式来解除烦恼 男Male 2.39 1.054 0.000

NO.37 Through drink or smoke and other ways to

relieve trouble
女 Female 1.28 0.632

NO.38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 男Male 1.98 0.720 0.009

NO.38 Try to rest , being the problem set aside 女 Female 2.34 0.820

NO.56希望事情很快过去 男Male 2.64 0.756 0.322

NO.56 Hope that things will soon be over 女 Female 2.77 0.800

选择代表典型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题目做
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在积极应对因素的这些
典型题上虽然不存在男女性别的显著差异，但还是能说明一些
问题。在积极应对因素上的 NO.3，NO.16，NO.23，NO.42题上，
女生得分都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更倾向于看到事物好的一
面，善于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并且相对男生来说更倾
向做些改变和通过其他活动来缓解压力。而在积极应对因素上
的 NO.46，NO.52题上，男生得分高于女生得分，说明在积极应
对压力时男生比女生更多的采取坚持立场和找出不同的解决
办法。以上这些结果都可以说明，即使在积极应对因素上男女
生不存在差异，但具体的应对方法却存在不同，显示出男女生
的性别差异。从分析结果看出在消极应对因素上的 NO.37题，
男生比女生得分高，并且差异显著(P<0.05),这于当前的现实状
况相一致,说明男生比女生更多地采取吸烟、喝酒等消极应对
方式，在消极应对因素的 NO.2题上，男生得分比女生高，虽不
存在差异，但可以表明，在面临压力时，女生比男生存在更多的
焦虑，难以耐心等待。在消极应对因素的 NO.20、NO.38、NO.56
题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更倾向
于采取幻想，接受现实。Ptacek，Smith等（1994）研究发现：男性
比女性更喜欢直接采取行动来应付压力，而不是回避或消极处
理[7]。这于本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

4 讨论与分析

4.1 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期，甚至被称为 "第三次断乳

期 "。在此期间，大学生不但要经历生理上的最终成熟，而且要
在心理上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准社会成员。而且大四学生
面临毕业，就要面对找工作或考研等等的问题。大学毕业生必
须面对诸多的压力。

总体来看，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的方式是积极的，健康的。
近几年，研究者对我国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
探索性研究。如韦有华和汤盛钦(1997)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
面对压力时主要采用的应对方式包括针对问题积极主动应对、
寻求社会支持、逃避和听之任之，在面临应激情境时，我国大学
生较多地采取 "针对问题积极主动应对 "和 "寻求社会支持 "
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 "逃避 "和 "听之任之 "的应对方式，
并表现出较大的情境差异，年级和性别差异以及较小的专业、
城乡和性格差异。张建卫等人(2003)对北京地区高校的 660名
大学生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情绪宣泄、停滞放弃和求助宗
教 3种应对方式上有显著的年级差异；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之
间、男女大学生之间在压力应对方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张林
等人在全国 13所高校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
总体上以心理调节机制为主，自我防御和外部疏导机制使用较
少；大四学生较多采用心理调节机制的方式[5]。但同时我们也发
现，大学毕业生有时也采用一些不够积极、健康的应对方式来
缓解压力，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四是个体不断做出多种抉择的关
键时期：首先面临着 "求职还是深造 "的选择；继而是求职中
追求 "物质待遇还是发展机遇 "的选择；接着又可能面对 "自
己做主还是听命父母 "、"爱情与事业 "等多重选择。在正式踏
入社会之前，有些个体可能因为感到前途命运操之在人，自己
无能为力而采取听天由命、求助上帝的应对方式[2]。

上述结果提醒我们，要重点作好大四毕业生的心理保健工
作。虽然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压力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压力应
对方式，但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不同的应对方法。有些压力需
要自己内心调节平衡，有些需要通过运动方式缓解，还有些压
力需要向朋友或家人进行倾诉，因此，应该教育大学毕业生根
据不同的压力情况，采取不同的积极应对方法，针对性的缓解
压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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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学毕业生压力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
肖计划等人研究认为，我国大学生在应付方式运用中有明

显的性别差异,男大学生更倾向于解决问题这一类积极、成熟
的应付方式，而女大学生更多地使用求助、自责回避等消极、不
成熟的应付方式。韦有华等人的研究认为，我国大学生应付活
动表现出较大的情境、年级和性别差异。高年级大学生更易采
取逃避、听之任之的应对策略，低年级学生更倾向采取 "针对
问题主动应付 "的策略。在性别差异方面，男大学生在一般应
激和人际关系方面更倾向于主动应付，在对待考试压力时，更
多采取逃避、听之任之的应付方式，女生则相反[3]。从对男女大
学毕业生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同上述结论存在一致
性。在积极应对因素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在消极应对因素上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说明女生比男生更多的采取消极的应对
方式。

在积极应对方式上，虽然男女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差异
还是存在的。对积极应对方式各个应对因子的比较结果可以看
出，在解决问题上男女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大学阶段是人生
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教育环境对培养大学生积极的生
活方式、良好的健康状态起着决定性作用，本研究的男女大学
生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上都表现出较高的水平，说明现代大
学生都能以成熟的应对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境，受教
育程度影响应对方式的选择可以对此作出解释[4]。而在求助因
子上表现为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女生在求助上得分高可有两
种解释，一是表明女生在困境面前体验到更多的威胁感，寻求
帮助是她们的本性所致，二是说明了她们通过求助方式排解了
心中的压力，表现出调节情绪的主动积极的一面[4]。在消极的应
对方式上，女生在自责、幻想的得分上略高于男生，但不存在差
异，这些结果则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女生的消极性。在退避因子
上，女生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达到差异水平（P<0.05）。这可能是
因为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值远远高于对其社会角色的
期待值，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性的自我角色定位，削弱了女
性事业成就欲望和信心，使女性对职业成功的期望值降低。致
使部分女大学生在就业时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把就业的希望
寄托在老师、家长、亲友身上，把未来的幸福寄托在未来的丈夫
身上，自己则甘于平庸[6]。而且女生不但面临以上的社会压力，
还要面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有调查表明，65.13%的女大学生
认为自己找工作的最大障碍是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正是由于
以上诸多的原因，女大学生在面对压力时选择了逃避。

对能够代表积极应对因素和消极应对因素的典型题目的
分析可以看出，在积极应对方法上，女生更倾向于看到事物好
的一面，善于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并且相对男生来说
更倾向做些改变和通过其他活动来缓解压力而男生比女生更
多的采取坚持立场和找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在消极应对方法
上，男生比女生更多地采取吸烟、喝酒等消极应对方式，这于当
前的现实状况相一致，而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更倾向于采取幻
想，接受现实。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我们应该加强对女大学毕业生的积
极应对方式的教育，是她们在面对压力是能够积极，健康的应
对；学校应该禁止学生吸烟、喝酒和滥用药物，因为这种消极的

应对方式不仅不能很好的缓解压力，而且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
造成很大的危害。

5 结论

（1）大学毕业生面临压力时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主。
（2）大学毕业生在消极应对因素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生高于男生,在积极应对因素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3）大学毕业生在解决问题、求助取向、自责、幻想、合理化

这 5个应对因子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而在退避这一应对因子上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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