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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of 145 freshmen’s well-being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scales of soci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to supply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 The 
finding shows those students’ well-beings are on the medium level; the order from high to low are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soci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present girls high level than boys; there is significant professional differ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presents liberal arts students high level than science one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or professional differences on individual well-be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soci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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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量表对145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考察不同类型

幸福感的现状、差异及其相关性，为开展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结果发现，幸福感总体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社会

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主观幸福感总分

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文科生得分高于理科生，而个人幸福感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社会

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个人幸福感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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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幸福”已成为大众日常使用的一个流行词，并被应用到个体、家庭、社会等多种领域。

而“幸福感”则是学界通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如个体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综合幸福感、

总体幸福感、国民幸福感等。目前，幸福感已成为近年来心理学领域研究中最热门的主题之一。然而，

有研究者认为，幸福和幸福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幸福基于社会性评价，而幸福感是基于自主体感

知的主观评价，是个体对幸福的体验和感知(彭怡，陈红，2010)。随着幸福感研究的不断深入，幸福感的

价值越来越多的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从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涉及民众主观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苗
元江，龚继峰，2007)，而有关大学生幸福感的研究虽不是研究的重点却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截止 2017
年 1 月，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幸福感+大学生”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结果显示，自

1996 年至今共有 1644 条文献；进入 21 世纪后，该领域文献总体有逐年增多趋势，从研究对象上研究者

对大学新生的关注不多，从主题上看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等多元幸福感现状、

特点及其关系的综合考察不多。从布朗芬布伦拿的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来看(伍新春，郭素然，刘畅，2012)，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及宏观系统都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并由此促使幸福感呈现出

多样性，即在某一个体身上可能同时存在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等多元幸福感。由此，

本研究尝试对某一个体的多重幸福体验和感知进行考察，如享乐体验产生的主观幸福体验、潜能实现产

生的心理幸福体验、社会存在价值体验的社会幸福感等。由此，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本研究主要以幸福感为主题，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 不同类型幸福感的现况；(2) 不同类型幸

福感的差异性；(3) 不同类型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2. 方法 

2.1. 对象 

随机选取某高校 145 名大学新生作为本研究调查对象，有效被试 138 名，其中男生 78 名，女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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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文科生 61 名，理科生 77 名；城镇学生 22 名，农村的 116 名；月均生活费 200 元以下的 8 名，200~400
元的 24 名，400~600 元的 57 名，600 元以上的 49 名；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 元以下的 23 名，1000~2000
元的 55 名，2000~3000 元的 41 名，3000 元以上的 19 名。 

2.2. 测量工具   

(1) 社会幸福感量表。采用王青华(2010)编制的社会幸福感量表(王青华，2010)，该量表由 20 个项目，

包括社会和谐等五个因子。施测时采用 6 点计分，很不同意计 1 分，非常同意计 6 分。 
(2) 个人幸福感量表。采用澳大利亚 Cummins (2003)编制的个人幸福指数量表(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 (邢占军，刘相，2008)，共 7 个项目，要求学生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取得的成就、

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及自己的未来保障等满意程度进行评价。施测时采用 11 点计分，很不满

意计 0 分，说不清楚计 5 分，非常满意计 0~10 分。 
(3) 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邢占军(2005)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 (黄立清，邢占军，

2005)，共 20 个项目，包括知足充裕体验等 10 个分量表。施测时采用 6 点计分，很不同意计 1 分，非常

同意计 6 分。 
(4) 心理幸福感量表。采用金艳玲(2011)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金艳玲，2011)，共 33 个项目，包括

环境适应等六个因子。施测时采用 6 点计分，很不同意计 1 分，非常同意计 6 分。 
(5) 本科生基本资料调查表。主要调查新生的性别、专业、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及个人生活支出等。 

2.3. 研究程序、数据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以上问卷设计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施测时以班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答题完毕后当场收回，并剔除

无效问卷，采用 SPSS17.0 软件包对有效数据进行录入、描述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新生幸福感状况及其特点   

由于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采用 6 点计分，中数为 3.5，当均分低于 3.5 时，表明幸

福感水平较低；大于等于 3.5 且未超过 4.75 时，表明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于等于 4.75 时，表明

幸福感水平较高；而个人幸福感采用 11 点计分，中数为 5.5，低于 5.5 表明个人幸福感较低，在 5.5~8.25
之间表明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 1 结果显示，新生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幸福感水平由高到低

依次为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具体而言，新生在社会整合、利他行为、

自我和谐、生活目标、人际关系、成长体验上幸福感水平较高，除环境适应水平较低外，在其他因子上

幸福感水平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Table 1. Status of freshmen’s well-being  
表 1. 新生幸福感状况 

社会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 

社会和谐 社会贡献 社会实现 社会整合 社会认同 总分 环境适应 利他行为 自我和谐 心理成长 生活目标 人际关系 总分 

4.73 ± 0.75 3.71 ± 0.95 3.89 ± 0.98 4.88 ± 0.78 4.59 ± 0.83 4.36 ± 0.65 2.62 ± 0.89 4.89 ± 0.60 5.03 ± 0.79 4.47 ± 0.88 4.83 ± 0.76 4.80 ± 0.83 3.87 ± 0.31 

 

主观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 

知足体验 心理体验 社会体验 成长体验 目标体验 自我体验 身体体验 心态体验 人际体验 家庭体验 总分 

4.07 ± 1.12 3.68 ± 1.11 4.18 ± 1.13 4.87 ± 0.94 3.66 ± 1.20 4.52 ± 0.76 4.21 ± 1.11 4.11 ± 1.21 3.90 ± 1.35 4.50 ± 1.10 4.17 ± 0.70 6.57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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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新生幸福感描述统计结果可见，除心理幸福感中的环境适应因子外，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

而文科生得分均高于理科生。不同性别、专业新生幸福感的差异比较结果显示：(1) 总体而言，不同性别

新生的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不同专业

新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分存在显著差异，文科生得分高于理科生；而个人幸福感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

专业差异。(2) 具体而言，就性别差异来说，社会幸福感各因子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心理幸福感除心

理成长外其他因子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主观幸福感除心理体验、身体体验因子外其他因子均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除环境适应外，其他幸福感各因子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而就专业具体差异而言，心理

幸福感中的利他行为因子、主观幸福感中的目标体验和心态体验因子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文科生得

分高于理科生。 
此外，本研究还对月均生活支出、家庭子女人数、生源不同新生的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结果显

示，在目标体验、心态体验、自我和谐、心理成长、生活目标因子上生活支出多的学生得分高于支出少

的学生(P < 0.05)；在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整合、个人幸福感、社会体验因子上家庭人均月收入中

等的(1000~3000 之间)新生得分高于家庭收入较低或较高的学生(P < 0.05)；在社会和谐、社会体验因子上

农村学生得分高于城镇学生(P < 0.05)。 

3.2. 新生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 3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新生的社会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个人幸福感总

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就幸福感各因子而言，除环境适应因子与其他幸福感因子及总分存在显著

负相关性以外，大部分其他幸福感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Table 2. Differences of freshmen’s well-being  
表 2. 新生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变量 
社会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 

社会和谐 社会贡献 社会实现 社会整合 社会认同 总分 环境适应 利他行为 自我和谐 心理成长 生活目标 人际关系 总分 

男生 4.53 ± 0.73 3.54 ± 0.78 3.73 ± 0.92 4.57 ± 0.73 4.44 ± 0.79 4.16 ± 0.57 2.83 ± 0.88 4.76 ± 0.56 4.85 ± 0.76 4.37 ± 0.94 4.67 ± 0.83 4.59 ± 0.83 3.83 ± 0.35 

女生 4.99 ± 0.70 3.93 ± 1.10 4.10 ± 1.02 5.28 ± 0.65 4.79 ± 0.84 4.62 ± 0.66 2.34 ± 0.82 5.07 ± 0.59 5.28 ± 0.76 4.60 ± 0.78 5.03 ± 0.59 50.7 ± 0.74 3.93 ± 0.24 

t −3.79*** −2.39* −2.22* −6.08*** −2.51* −4.30*** 3.38** −3.16** −3.28** −1.59 −2.91** −3.54** −2.05* 

文科 4.82 ± 0.83 3.79 ± 1.09 3.91 ± 1.09 5.00 ± 0.81 4.70 ± 0.86 4.44 ± 0.72 2.54 ± 0.90 5.02 ± 0.64 5.17 ± 0.86 4.55 ± 0.98 4.89 ± 0.92 4.87 ± 0.76 3.92 ± 0.16 

理科 4.65 ± 0.68 3.65 ± 0.83 3.88 ± 0.89 4.79 ± 0.75 4.50 ± 0.79 4.29 ± 0.58 2.68 ± 0.88 4.79 ± 0.54 4.93 ± 0.72 4.40 ± 0.80 4.78 ± 0.60 4.74 ± 0.88 3.83 ± 0.30 

t 1.33 0.82 0.18 0.57 1.36 1.30 -0.92 2.27* 1.77 0.97 0.80 0.92 1.58 

 

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 
知足体验 心理体验 社会体验 成长体验 目标体验 自我体验 身体体验 心态体验 人际体验 家庭体验 总分 

男生 3.90 ± 1.12 3.59 ± 0.99 3.93 ± 1.09 4.65 ± 0.92 3.40 ± 1.11 4.32 ± 0.72 4.16 ± 1.10 3.76 ± 1.20 3.64 ± 1.29 4.25 ± 1.16 3.96 ± 0.61 6.33 ± 1.71 

女生 4.28 ± 1.10 3.80 ± 1.26 4.51 ± 1.13 5.16 ± 0.88 3.99 ± 1.26 4.78 ± 0.75 4.28 ± 1.11 4.57 ± 1.07 4.23 ± 1.37 4.82 ± 0.94 4.44 ± 0.72 6.87 ± 1.59 

t −2.03* −1.10 −3.03** −3.31** −2.89** −3.60*** −0.65 −4.15*** −2.58* −3.09** −4.18*** −1.92 

文科 4.16 ± 1.09 3.84 ± 1.13 4.34 ± 1.30 4.98 ± 0.98 3.93 ± 1.33 4.61 ± 0.82 4.32 ± 1.16 4.39 ± 1.15 3.97 ± 1.42 4.58 ± 1.10 4.32 ± 0.71 6.76 ± 1.66 

理科 3.99 ± 1.14 3.56 ± 1.09 4.06 ± 0.99 4.78 ± 0.89 3.44 ± 1.06 4.44 ± 0.71 4.13 ± 1.06 3.89 ± 1.21 3.84 ± 1.31 4.43 ± 1.11 4.06 ± 0.67 6.41 ± 1.68 

t 0.92 1.46 1.43 1.26 2.45* 1.31 0.99 2.49* 0.52 0.81 2.18*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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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freshmen’s well-beings  
表 3. 新生幸福感的相关分析(r) 

变量 1 社会和谐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社会贡献 0.390***            

3 社会实现 0.459*** 0.507***           

4 社会整合 0.541*** 0.397*** 0.569***          

5 社会认同 0.471*** 0.307*** 0.501*** 0.464***         

6 社会总分 0.737*** 0.712*** 0.824*** 0.774*** 0.718***        

7 个人幸福 0.258** 0.367*** 0.594*** 0.396*** 0.593*** 0.594***       

8 知足体验 0.224** 0.454*** 0.546*** 0.338*** 0.391*** 0.532*** 0.702***      

9 心理体验 0.083 0.226** 0.219** 0.234** 0.059 0.224** 0.224** 0.280**     

10 社会体验 0.704*** 0.414*** 0.474*** 0.619*** 0.505*** 0.707*** 0.326*** 0.347*** 0.108    

11 成长体验 0.431*** 0.104 0.350*** 0.456*** 0.385*** 0.445*** 0.276** 0.261** 0.203* 0.463***   

12 目标体验 0.166 0.015 0.219** 0.326*** 0.315*** 0.268** 0.207* 0.140 0.352*** 0.014 0.297***  

13 自我体验 0.312*** 0.212* 0.228** 0.427*** 0.442*** 0.419*** 0.365*** 0.390*** 0.334*** 0.271** 0.397*** 0.325*** 

14 身体体验 0.068 0.060 0.171* 0.181* 0.310*** 0.208* 0.349*** 0.318*** 0.411*** 0.047 0.219** 0.390*** 

15 心态体验 0.288** 0.288** 0.381*** 0.403*** 0.196* 0.414*** 0.355*** 0.494*** 0.457*** 0.182* 0.364*** 0.386*** 

16 人际体验 0.166 0.290** 0.258** 0.251** 0.242** 0.324*** 0.445*** 0.484*** 0.400*** 0.137 0.321*** 0.333*** 

17 家庭体验 0.377*** 0.227** 0.271** 0.209* 0.262** 0.354*** 0.318*** 0.316*** 0.212* 0.236** 0.388*** 0.169* 

18 主观总分 0.438*** 0.368*** 0.497*** 0.538*** 0.481*** 0.613*** 0.569*** 0.645*** 0.603*** 0.434*** 0.601*** 0.550*** 

19 环境适应 −0.315*** −0.080 −0.104 −0.247** −0.286** −0.261** −0.202* −0.250** −0.394*** −0.187* −0.541*** −0.419*** 

20 利他行为 0.394*** 0.181* 0.148 0.479*** 0.492*** 0.430*** 0.333*** 0.275** 0.162 0.340*** 0.614*** 0.353*** 

21 自我和谐 0.375*** 0.190* 0.079 0.392*** 0.433*** 0.372*** 0.288** 0.230** 0.245** 0.357*** 0.357*** 0.311*** 

22 心理成长 0.425*** 0.250** 0.372*** 0.376*** 0.496*** 0.502*** 0.381*** 0.238** 0.173* 0.394*** 0.222** 0.408*** 

23 生活目标 0.323*** 0.208* 0.078 0.312*** 0.408*** 0.339*** 0.137 0.184* 0.237** 0.210* 0.389*** 0.258** 

24 人际关系 0.408*** 0.152 0.258** 0.298*** 0.388*** 0.388*** 0.305*** 0.331*** 0.048 0.298*** 0.432*** 0.197* 

25 心理总分 0.379*** 0.254** 0.210* 0.424*** 0.503*** 0.457*** 0.310*** 0.212* 0.002 0.370*** 0.270** 0.197* 

 

变量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4 身体体验 0.255**            

15 心态体验 0.379*** 0.466***           

16 人际体验 0.405*** 0.536*** 0.586***          

17 家庭体验 0.350*** 0.199* 0.554*** 0.495***         

18 主观总分 0.620*** 0.625*** 0.789*** 0.769*** 0.625***        

19 环境适应 −0.385*** −0.535*** −0.578*** −0.591*** −0.510*** −0.702***       

20 利他行为 0.444*** 0.433*** 0.446*** 0.375*** 0.382*** 0.598*** −0.609***      

21 自我和谐 0.471*** 0.229** 0.370*** 0.177* 0.277** 0.467*** −0.367*** 0.582***     

22 心理成长 0.220** 0.157 0.311*** 0.214* 0.169* 0.403*** −0.216* 0.368*** 0.445***    

23 生活目标 0.294*** 0.268** 0.429*** 0.184* 0.239** 0.422*** −0.511*** 0.628*** 0.671*** 0.521***   

24 人际关系 0.491*** 0.182* 0.384*** 0.262** 0.487*** 0.479*** −0.388*** 0.526*** 0.370*** 0.282** 0.332***  

25 心理总分 0.322*** 0.048 0.208* −0.024 0.118 0.259** 0.023 0.594*** 0.709*** 0.675*** 0.661***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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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首先，就新生幸福感状况来讲，本研究发现，新生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幸福感水平由高

到低依次为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的

个人享乐体验最强，对社会存在价值及个人自我实现的感知较强，而个体幸福总体感知较弱。本研究还

发现，新生在社会整合、利他行为、自我和谐、生活目标、人际关系、成长体验上幸福感水平较高，在

其他因子上幸福感水平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环境适应水平最低。可能的原因在于，新生在经历高考

选拔进入新的大学环境时，往往具有较高期待的同时又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胡洁，闫克乐，何义芳，2001)，
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在大学生涯中得到良好的个人发展、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或积极的成长体验等，

另一方面，当进入大学时并非每位新生都能及时的对新环境的挑战进行积极的应对，而面对新生活、新

氛围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往往会使新生出现适应不良。 
其次，就新生幸福感特点来说，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专业新生的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在具体因子上呈现出差异性，总体上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文科生得

分高于理科生，而个人幸福感总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这与已有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研究结

果一致(叶艳晖，2013)，与金艳玲对大学生心理幸福感性别、专业差异研究结果一致(金艳玲，2011)，与

苗元江等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同(苗元江，王青华，2009)。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

目标体验、心态体验、自我和谐、心理成长、生活目标因子上生活支出多的学生得分高于支出少的学生，

在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整合、个人幸福感、社会体验因子上家庭人均月收入中等的新生得分高于

家庭收入较低或较高的学生，在社会和谐、社会体验因子上农村学生得分高于城镇学生。这表明了经济

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张爱莲，黄希庭，2010)，收入与幸福感存在的关系(李静，郭永玉，2010)。这可能

受新生自我评价、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新生自我评价、人际关系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性(张雷，张弘毅，2012)。 
第三，就多种幸福感的关系来讲，本研究发现，总体上新生的社会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就幸福感各因子而言，除环境适应因子与其他幸福感因子及总

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以外，大部分其他幸福感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与陈浩彬等研究的部分结

果一致(陈浩彬，苗元江，2012)，他们通过对 403 名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关

系的调查发现，三者之间在概念意蕴上相互独立，在个体体验上相互分离，但在理论结构上相互关联。 
最后，就幸福感未来研究来说，有三点值得探讨：(1) 对多种幸福感进行整合，综合考察幸福感相关

问题。已有研究虽然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甚至社会幸福感进行了些许探索，从不同侧面揭示

了个体幸福感的状况，但也有人为割裂幸福感本质之嫌(张海涛，2011)，三种幸福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开发适合我国本土环境的多元幸福感测量工具，更科学地展开多元幸福感的研究。

(2) 侧重幸福感新视角的拓展。在积极心理学理论新视角下，当前幸福感研究由侧重主观体验向追求自我

实现及社会存在价值对人的意义转变(曹瑞，李芳，张海霞，2013)，由此应加强积极心理学等新视角下新

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研究，进一步拓宽幸福感研究领域，从人际关系、环境、休闲等方面考察

新生幸福感的增进策略(Alan Carr, 2007)。(3) 增加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例如，喻承甫等对感恩与幸福

感关系进行了探讨(喻承甫，张卫，李董平，2010)，柳迎新等对新生自杀意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柳迎

新，黄文倩，朱婉儿，201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应进一步考察多元幸福感与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特征、

积极组织、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等相关变量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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