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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待岗人员的应付方式和控制感进行调查发现 : (1) 待岗人员对待压力的应付方式依

次为退避、合理化、求助、自责、发泄。女性更多地采用这五种应付方式 ,年龄偏大组更倾向于选择

合理化和退避 ,30 岁是应付方式发展的转折时期 ; (2) 待岗人员的控制感由高至低依次为环境变

化、人际关系、情绪情感和生活方面的控制感。女性更能控制情绪情感 ; (3) 在待岗人员应付待岗

后各种压力的情境下 ,可将退避归为积极的应付方式 ,将自责、求助、发泄归为消极的应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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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待岗人员指由于失去工作引发的诸如收入减少、福利待遇降低、社会地位丧失等一系列的

“涟漪效应”,常易使一时难以适应 ,心理平衡遭到破坏。我们的已有研究表明 ,待岗人员的心

理压力越大 ,心理失衡程度越重 ,身心健康问题就越多[1 ] 。因此待岗人员迅速调整心态、主动

迎接生活的挑战、努力再就业就成了一项紧迫任务。

近年来 ,压力与健康心理学研究指出 ,当压力超过人的承受能力、威胁个体幸福感时 ,心理

适应会受到威胁 ,身心健康就遭到损害[2 ] 。心理学研究还指出 ,压力源只起到直接的激发作

用 ,而人们的心理调节能力的高低和优劣决定着压力的质量[3 ] 。因此 ,在压力状态下进行积

极的心理调节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当人面对压力时 ,有效的心理调节策略包括应付方式、

控制感等等[4 ] 。应付方式是指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所采用的认知调节和行为努力的策略和

方法。它是一个动态过程 ,受到个体能力、情感与意志水平及特点的制约 ,这说明人的应付方

式不是僵化的、刻板的 ,而是有鲜明的主观性。尽管应付有成功克服困难的含义 ,但根据调节

效果又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应付方式有利于缓和压力的影响 ,而消极应付方式则有加

重压力损害的趋势[5 ] 。张虹等人研究发现 ,问题解决、求助及合理化等策略比自责、退避、发

泄与幻想等策略对人的心理健康有更积极的调节作用[6 ] 。控制感是指人相信自己能对客观

情境和内心感受加以改变和操纵的知觉 ,也就是对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活动结果的知觉。

这种心理调节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个体能否成功地改善自己的处境[4 ] 。国外研究也表明 ,一般

的控制感是压力对个体影响的“缓冲器”,并且能减缓失业等压力对沮丧的影响[7 ] 。在不同情

况下 ,控制感同样会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实际上 ,在人应付压力的过程中 ,应付

方式和控制感是相互作用的 ,这种作用影响着压力状态的最终结果[3 ] 。最近的研究表明 ,人

们的应付方式越积极 ,控制感越强 ,积极的、正向的认识就会越高 ,健康的、幸福的感受就会越

第 22 卷
总第 84 期

心理学探新
EXPLORA TION OF PSYCHOLO GY

2002 年
第 4 期

Ξ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 (2000ZDXMXL X004)



多 ,因此越容易形成良好、稳定的心态[1 ] 。

近年来 ,关于应付方式和控制感特点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少年和精神病、癌症患者身上 ,还

没有对处在人生转折时期的待岗人员进行研究。因此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待岗人员的应付方

式、控制感的特点及其关系的探讨 ,把握他们对这两种心理调节策略的运用情况 ,这不仅有利

于搞清待岗人员的心理特点 ,而且能为待岗再就业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压力调节训练与干预

提供准确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随机抽取长春市待岗人员 324 人为被试 ,其中男性 164 人 ,女性 160 人 ;平均年龄为 37 岁

(37 ±9. 5 岁) 。本研究赠送被试礼物以激发答卷动机。

2. 2 　方法

2. 2. 1 　应付方式量表 :在解亚宁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8 ]和肖计划的《应付方式问卷》[9 ]的

基础上 ,结合待岗人员应付待岗后压力的访谈结果 (采用结构和半结构问题访谈法) ,筛选出排

在前 5 位的应付方式 ,编成 5 个分量表 :合理化、自责、退避、求助、发泄。采用 4 级计分法 (从

1 = 不采取到 4 = 经常采取) 。问卷的信度、效度均达到 0. 68 以上。

2. 2. 2 　控制感量表 :参考 Averill[10 ] 、Sharon[4 ]的控制感问卷 ,将待岗人员访谈结果中前 4 位

的控制感编成 4 个分量表 :生活控制感、情绪情感控制感、人际关系控制感及环境变化控制感。

采用 4 级计分法 (从 1 = 很不符合到 4 = 很符合) 。问卷的信度、效度均达到 0. 75 以上。

2. 3 　方法

使用统一的书面指导语进行个别施测。实际印发问卷 4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24 份 ,回收

有效率为 81 %。所得数据用 SPSS8. 0 加以统计、分析、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 . 1 　待岗人员应付方式的特点

调查发现 ,待岗人员最常采用的应付方式是退避 (1. 83 ±0. 66) ,其次是合理化 (1. 53 ±1.

09) 、求助 (1. 26 ±0. 63) 、自责 (1. 11 ±0. 84) ,最少采用发泄 (1. 00 ±0. 72) 。

对五种应付方式分别进行 2 (性别) ×4 (年龄) 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不存在交互作用 ,性

别、年龄主效应上均有差异。女性明显更多地采用合理化 ( F (1 ,316) = 3 . 10 , p < 0 . 01) 、自责

( F (1 ,316) = 1 . 79 , p < 0 . 05) 、退避 ( F (1 ,316) = 2 . 72 , p < 0 . 01) 、求助 ( F (1 ,316) = 2 . 69 , p < . 01) 、

发泄 ( F (1 ,316) = 2 . 36 , p < 0 . 01) 五种应付方式。不同年龄组的差异表明 ,合理化 ( F (3 ,315) = 5 .

57 , p < 0 . 001) 、退避 ( F (3 ,315) = 5 . 84 , p < 0. 001) 均存在差异 ,随后的多重比较发现 :20～29

岁组比 40～49 岁组、50～59 岁组较少地采用合理化、退避。

3 . 2 　待岗人员控制感的特点

调查表明 ,待岗人员的控制感水平普遍较高 ,其顺序依次为环境变化 (2 . 30 ±0. 85) 、人际

关系 (2 . 24 ±0. 75) 、情绪情感 (1 . 65 ±0 . 76) 及生活 (1 . 65 ±0 . 62) 控制感。

对四个方面控制感进行 2 (性别) ×4 (年龄)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只有情绪情感方面控

制感存在着性别主效应 ( F (1 ,316) = 5 . 99 , p < 0 . 05) ,即女性更能控制情绪情感。四个方面的控

制感均不存在年龄差异。

3 . 3 　应付方式与控制感之间的关系

为了考察待岗人员在压力状态下应付方式和控制感是相互独立还是相互依赖 ,我们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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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的相关分析 (见表 1) 发现 ,相关强度均未达到中度水平 ,而且退避与所有方面控制感呈

正相关 ,而自责、求助、发泄 3 种应付方式与控制感呈负相关 ,合理化与控制感的关系较为复

杂 ,既存在正相关 ,又存在负相关。
表 1 　应付方式与控制感的相关分析

合理化 自责 退避 求助 发泄

生活 0 . 05 - 0. 11 0 . 35 3 3 - 0 . 10 - 0. 19 3 3

情绪情感 0 . 18 3 3 0. 08 0 . 22 3 3 0. 05 0 . 11

人际关系 0 . 00 - 0. 11 0 . 22 3 3 - 0 . 14 3 - 0. 16 3 3

环境变化 - 0. 16 3 3 - 0 . 18 3 3 0 . 18 3 3 - 0 . 13 3 - 0. 20 3 3

4 　讨论

4. 1 　待岗人员应付方式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 ,在待岗人员应付方式访谈结果中居首位的问题解决在预测量表的因素分

析中因缺乏区分度予以删除 ,即所有被试采用问题解决的程度相当。并且在正式量表中各种

应付方式的采用仅为中度水平 ,这意味着问题解决是待岗人员最常应用的应付方式 ,说明在待

岗人员的应付方式认知过程中有较多的理性加工成分。

正式量表中 ,待岗人员应付方式采用程度的排列次序引人深思 ,这既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

有关 ,又与应付的效果有关。退避排在首位 ,可能是因为这种应付方式有助于待岗人员暂时逃

避残酷现实的折磨 ,可以缓解压力、提高自信。合理化排在第二位可能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中庸”哲学思想对人的长期影响有关 ,待岗人员通过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自我辩护等来应付

多重压力 ,达到心理平衡 ,反映出人在认知上的自我防御机制所发挥的积极疏导作用。与之相

比 ,其它两种应付方式的使用明显减少 ,求助本身与待岗人员的依赖性过强有关 ,而且导致他

人断定求助者能力有限 ,有损待岗人员的自尊心 ;自责使用较少是因为待岗及其继发压力更大

程度上是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环境造成的 ,与个人能力、素质关系不大。而发泄采用最

少也是与其对于改善处境收效甚微有关。

调查发现 ,女性比男性更能积极地调动应付资源。而且年老待岗人员更偏爱合理化、退避

的方式来应付挫折、烦恼。国外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应付更有局限性 ,其特点是被动、不灵

活[4 ] 。另外 20 岁组与 40 岁组、50 岁组应付方式差异非常显著 ,这表明 30 岁可能是待岗人员

应付方式发生转折和调整的时期 ,也是他们心理调节发展的重要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待岗人

员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体验到更多的心理冲突与矛盾 ,所以应付挫折的方式有所变化。

4. 2 　待岗人员控制感的特点

个体的控制活动总是针对一定的对象或事件的 ,它具有情境性的特定含义[11 ] 。Averill 将

工作压力中的控制感划分为行为控制感、认知控制感和决策控制感三种 ,并发现个体所体验到

的来自环境的压力是由其所体验到的控制感所调节的[10 ] 。Sharon 从情感控制感、身体症状控

制感、人际关系控制感和医疗控制感四种维度来研究癌症病人的控制感 ,发现其情感和医疗控

制感较低[4 ] 。本文在参考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待岗人员的访谈结果 ,将控制感确定为生

活控制感、情绪情感控制感、人际关系控制感及环境变化控制感四个方面。

从待岗人员各方面控制感的排列顺序可见 ,待岗人员对环境变化、人际关系方面的控制感

很强 ,说明待岗人员能正视失去“铁饭碗”、待岗待业的现实 ,对待岗后的经济水平下降、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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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降低、人际关系转变、生活场所变更等都有掌握感。但情绪情感、生活方面控制感相对较低 ,

说明待岗人员控制情绪的能力被破坏了 ,处于情绪低落期 ,情感波动较大 ;而且待岗人员对改

善现有困境信心不足、对未来生活的态度不太乐观。需要注意的是 ,过高的控制感可能脱离个

人的实际能力和客观条件 ,造成预期效果与现实结果的差距 ,必然会瓦解待岗人员的自信心并

产生强大的失落感。而过低的控制感会使待岗人员对克服困难缺乏信心 ,投入较少的时间和

精力 ,导致努力失败 ,更加剧了他们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负面判断 ,如此多次累积会导致待岗人

员产生习得性无力感。所以提醒待岗人员在应付压力、克服逆境的过程中维持适当水平的控

制感是必要的。

本研究表明女性与男性相比在情绪情感方面的控制感更高 ,这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应付

方式的性别差异 ,即因为女性更愿意尝试采用多种应付方式来排解负性情绪、疏导心理痛苦、

减少焦虑紧张 ,所以在压力状态下她们对情绪情感的控制感更容易恢复。这提醒着男性待岗

人员在压力状况下不要固着于单一、刻板的应付方式。

4. 3 　待岗人员的应付方式与控制感之间的关系

由对五种应付方式与四个方面控制感的直接关系的探讨可以推断出 ,退避这种应付方式

有利于提高控制感 ,但自责、求助、发泄不利于提高控制感。这可能是因为退避使人们逃避对

压力的思考、不去体验压力产生的威胁感 ,因此不会损害控制感。而自责使待岗人员不断地自

我贬低、丧失了能力感 ,求助降低了人们的自尊、忽视了自我力量 ,发泄增强了人们的无助感和

麻木感 ,那么控制感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以应付方式与控制感之间关系为依据 ,可得出如下结论 :当待岗人员应付待岗后各种压力

时 ,可将退避归为积极的应付方式 ,将自责、求助、发泄归为消极的应付方式 ,而合理化在本研

究中无法简单归为以上任何一类。

以上结果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待岗人员的危机干预提供了参考依据。疏导待岗人员的负性

情绪和心理危机 ,除了依靠政府、社会各界的协调和配合之外 ,最重要的是待岗人员的自我调

适。从改变认知、控制情境和调节行为三个方面着手 ,将有助于待岗人员改变自身处境。改变

认知要求待岗人员积极看待待岗现象 ,将其视为自我修整、积蓄能量的良好时机。控制情境要

求待岗人员重新进行自我定位 ,寻找有利的发展方向 ,为自己确定合适的发展目标。调节行为

要求待岗人员适当地运用暂时逃避的策略 ,转移对待岗的过度关注 ,通过娱乐、旅游等摆脱苦

闷。压力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动力源和催化剂 ,待岗人员通过应付压力的磨练必将促进个人

的成长、提高自身的素质。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应付方式与控制感具有动力性质、是非静态的 ,本研究所采用的压力

源又具有特殊性 ,本结果能否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尚待探究。在不同压力源的作用下、在不同

的压力阶段、在不同的压力群体中 ,两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因此在未来研究中从多方面进

一步深入、细致地考察应付方式与控制感的关系是有益的。

5 　结论

(1)待岗人员对待压力的应付方式的使用频次依次为退避、合理化、求助、自责、发泄。女

性明显更多地采用这五种应付方式 ,年龄偏大组更倾向于选择合理化和退避的应付方式 ,30

岁是应付方式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 ;

(2)待岗人员的控制感由高至低依次为环境变化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情绪情感方面、生活

方面控制感。女性比男性更能控制情绪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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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岗人员应付待岗后各种压力的情境下 ,根据应付方式与控制感之间的关系 ,可将退

避归为积极的应付方式 ,将自责、求助、发泄归为消极的应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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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s of Coping Styles , Perceived Contro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ofthe Laid - off Persons

Zhang Xiangkui1 ,2 , 　Yu Xiaonan2

(1. Center fo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tudies ,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130074 ;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 Two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rated after unemployment . The results showed : (1) The order of the

coping styles after unemployment was avoidance , rationalization , resorting , self - abusiveness and venting. The fe2
males adopted those five kinds of coping styles more frequently. The older persons had partiality for rationalization

and avoidance. Thirty w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styles. (2) The order of the control percep2
tion was environmental changes , relationships , emotions and life. The females could control their emotions better

than males. (3) We could regard avoidance as positive coping styles , and self - abusiveness as negative coping styles

in the stressful situation of laid - off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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