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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本回顾了国外近年采心理压力三大理论度心理压力模型研究．分剐是压力反应理论、压力刺激理论、压力认知交

互理论和个体——环境适应理论、压力评价理论和工作要求——控制模式。最后，文章提出了目前心理压力研究存在的不足之

处，为研究者提供借鉴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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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三大理论

l、压力反应理论

持压力反应说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塞利(Sel”H，1956)，

指出压力是身体对任何需求的非特定的反应，据此．他提出了

一般适应综合症的压力反应模式，他认为，人面临压力的反应

包括预警阶段(d蛐1)、抵抗阶段(瞄i出nce)、耗竭阶段
(e“ausⅡon)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身体会对引起压力的

应激源(即引起反应的刺激因素)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和化学反

应，形成短期的警觉和防御反应。生理上调动各个组织器官来

积极应对压力，如果这种反应有效，警戒就会消退。进人第二

阶段。在此阶段，机体内将出现复杂多样的生理变化。这些变

化为身体提供能量，主要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以便机体能够

持续抵抗外来的压力。人体会动员相应的器官或系统去应对外

部的应激源．由于人体内的某些器官或系统被动员起来，体内

其他的某些器官或系统对某些疾病的抵御能力就会下降．可能

会产生某些破坏性后果。如果，压力源仍然存在，可能会出现

两种情况．一种是返回到抵抗阶段．再次动员身体的其他器官

或系统去应对造成压力的应激源，另一种是就会进入耗竭阶

段，机体分泌出的大量激素开始耗尽。细胞困得不到充足的养

料而逐渐死亡，部分器官也开始出现丧失工作能力，此时人体

的能量已经耗尽．因而会危及生命，可能面临死亡。

2、压力刺激理论

该理论认为压力是外界环境对个体的一种刺激，把压力定

义为能够引起个体产生紧张反应的外部环境刺激，如战争、失

业、火灾等。该理论关注的是何种环境下产生压力刺激。而压

力刺激的性质又是什么，关心压力刺激的来源，并且认为这种

刺激带有一定的干扰性和破坏性。即该理论把压力看作是环境

对个体的一种客观的清极刺激，对压力持消极认识。理论缺陷

在于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其主要代表

人物有1'mm船H妇和RichaIdRahe(1967)及weiss(196
7)，nom∞Hch和胁hardRalle认为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都
需要动员机体的应激资源去做新的适应，由此便产生压力。

weiss在他的模型中提出了社会支持、个人性格特征．组织因素

是一个人的压力反应的直接经历和组织压力源与压力反应关系

的元素的缓解器。

3、压力认知交互理论

随着压力研究的深入，学者专家们已很少单维静态的分析

压力，而是从系统的动态过程去研究认识压力。最有影响的一

个理论是Luz蛐s和Foh·al提出的压力交互作用模型。自
Luzams(1966)提出压力认知交互理论。该理论已经成为压力

研究中影响最大、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该理论是明显的特点

就是强调认知因素在压力产生中的作用。La舢s认为，环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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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个体评价为对自己构成伤害、威胁或挑战时才构成压力。

这说明，个体的认知是压力产生的必要途径。该理论克服了反

应理论和刺激理论的理论单一和忽视主体因索的缺点，认为思

维或认知是影响压力反应的主要中介；强调与压力有关的时

间、地点、事件、环境以及人物的具体环境；包含相互作用的

观点。压力源与中介因素相互作用，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

最后的反应方式和结果。受压力认知交互理论的影响，形成了

许多对心理压力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如个体——环境适

应理论，认识评价理论和工作要求——控制模式等。

二，压力理论横型

1、个体——环境适应理论

Fh汕和caⅡ，柚(1982)的“个体一环境适应”理论是在

工作压力研究领域中得到普遍认同与接受的理论之一。该模型

的理论基础是：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功能，环境变量和个人相

关特征决定压力是否会产生，即环境与个人相联系的结果才能

引起压力，而非是某个环境因素或者个人因素。只有当个人与

环境较好的匹配，才可能产生很好的适应．否则要产生压力。

2、压力评价理论

b删m的理论的产生是基于之前理论把环境与个体特征分

别对待的不足，强调两点：一是把压力看成是一个过程．会随

着各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压力与个体与环境条件之间的

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过程。另外，k删特别重视评价
(appraid)在压力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压力的产生有

 



两次评价．一是当前所面临的情景事件是否与自己的利益相

关。是否对自己构成了威胁；二是对自我各种资源的再评价，

自己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来解决当前的伤害、威胁或挑战．

如果人体认为自身的资源不足以解决问题．压力便产生了。评

价的目的是为了把个人的需要与客观环境联系起来。评价如果

不符合客观事实，人就可能生存不下去了。L越删s用这一理论
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并证明了“评价以及应对评价的方式确实对

产生心理压力有影响”。后来也有学者对该理论提出批评。认

为交互理论只注重个体层面的研究．对工作压力的研究应该集

中在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上的研究。

3、工作要求——控制模式

l(a珊缺(1979)提出的工作要求一控制模型对后来的工作

压力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k认为，工作活动中包含工
作要求和工作控制两个关键特征，工作要求是指存在于工作情

景中反映员工所从事的工作任务量和困难程度的因素；工作控

制则反映了员工能够对自我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程度。工作压

力来源于它们二者之间的联合作用或交互作用。其基本假设是

高工作要求、低工作控制下压力最大；低要求——高控制时压

力最小；而高要求高控制时则反而会形成另行刺激。但是，在

后来的研究中．并没有证明出这一结论。Kan龇k，no阿枷

(1990)对JDc模型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加入了社会支持变

量，从而形成了工作要求——控制——社会支持模式。这一模

型认为，工作者在高要求、低控制、低社会支持的工作环境下

工作压力最大。％nD盯D响发现有些研究可以支持这一模型，

而有些却不能。他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研究方法上。其他研究

者也相继提出横断研究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不符合这一模型假

设的原因之一．而cohen和Wiu吕(1985)提出了一种压力缓冲

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当面对压力时，应对资源有效缓冲了压

力的负面后果。

4、罗宾斯(R蛐)压力理论模型
罗宾斯Robbi舳(1997)在研究组织中的工作压力问题时．

提出了一个压力模型，该模型确认了环境、组织和个人三方面

潜在的压力潦。这几方面的因素是否会导致现实压力感的形

成。取决于个体差异．如工作经验与个人的认知等等。环境包

括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组织包括任务要求、角色要求、

人际关系要求、组织结构和组织生命周期等；个人包括家庭问

题、经济问题和个性特点等。

三，·臼到重力来源

关于心理压力来源研究也是心理压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心

理压力的来源研究，国外研究的人员较多．也相对比较成熟。

代表理论有K如、w她、OuiIlIl、sr啪k R曲e山d(1964)认
为心理压力的来源主要有多种角色的冲突与模糊．导致心理与

行为上的混乱产生压力；现实生活不能满足他的期望，过度的

工作负荷产生生理机体的不适，以及人际互动中复杂的冲突与

矛盾。wei蟠(1啪)提出工作中的压力源主要有：(1)工作
本身因素，(2)组织中的角色。(3)职业发展．(4)组织

结构与组织风格。(5)组织中的人际关系。lv町wevkh和

M酣∞on等把工作压力源分为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压力源．强

调了不同的个体和个人对压力的感知，把压力源分为五个基本

类型：生理条件、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和组织外因

素。其中，个人层面涉及到角色和职业发展，组织层面包括组

织倾向、组织结构、工作设计和任务特征。其后还有c∞per和

M盯针18ll(1978)、wben咖t和c锄茁蛐(1978)等相继提出纷繁

复杂的心理压力来源，在众多理论中．将其归纳如下

表格1心理压力来源总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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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心理压力来源的复杂性、多样性．同时

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压力三大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压力

是什么、压力的形成即产生原因等；压力模型在三大压力理论

的基础上，对压力产生的环境及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心理压力的来源是具体分析对于个体而言会有哪些因素影

响心理压力的产生。三者是相互递进的关系，分析心理压力的

相关因素．首先需要了解关于心理压力的理论渊源．以及这些

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其次，从上述文献中。得到启发，形

成心理压力来源的分析框架。再次，为形成心理压力的因素提

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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