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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
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巨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汶川地震
地震幸存者经历了极度的恐惧、无
助和失落等负面情绪，很多人出现
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心
理问题。

幸存者心理创伤

然而，一部分幸存者在经历创伤后，
不仅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还表现
出积极的心理变化和成长。

创伤后成长现象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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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汶川地震幸存者的调查和研究，详细描述

他们在经历创伤后的积极心理变化和成长过程。

描述创伤后成长现象

分析影响汶川地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各种因素，

如个体差异、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

探讨影响因素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创伤后成长的有效干预

措施，帮助地震幸存者更好地应对心理创伤并实

现积极的心理变化。

提出干预措施

研究目的



理论意义
本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创伤后成长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丰富和发展心理学

相关理论。

实践意义
通过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帮助地震幸存者实现积极的心理变化，提高他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此外，本研究结果还可为其他灾难幸存者的心理援

助提供借鉴和参考。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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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



挑战与应对理论

该理论认为，创伤性事件是一种挑战，个体通过积极应对这些挑战，能够激发潜在的能量和资源，从而实现自我超越

和成长。

心理韧性理论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压力、创伤等负面事件时，能够迅速恢复并适应的能力。心理韧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在

经历创伤后实现成长。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具有追求自我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机。在经历创伤后，个体可能更加关注自我

探索和发展，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和成长。

创伤后成长的理论基础



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 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等。例如，有研究表明，积
极应对方式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

•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时获得的来自家庭、朋友、社区等方
面的支持和帮助。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创伤，促进创伤后成
长。

• 创伤性事件的特点：包括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持续时间等。不同特点的创
伤性事件可能对个体的影响不同，从而影响创伤后成长的过程和结果。

• 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可能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应对方式等，从而影响创
伤后成长的过程和结果。例如，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可能更注重家庭和
社区的支持和帮助，这有助于他们在经历创伤后实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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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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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研究设计

结合纵向和横向研究设计，既考虑时间因素，又考虑不同群体

间的差异，对创伤后成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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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对同一批幸存者在地震后不同时间点的追踪调查，探讨创

伤后成长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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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研究设计

选取不同年龄段、性别、受灾程度的幸存者，在同一时间点进

行调查，比较不同群体间的创伤后成长差异。

研究设计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
不同年龄、性别、职业、
受灾程度等方面的幸存者。

地震幸存者 救援人员 受灾地区居民

作为参照组，探讨其在救
援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及创
伤后成长情况。

作为对照组，与幸存者进
行比较，分析创伤后成长
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03020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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