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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620名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心理资本以及主观幸福感进行测查。

研究结果表明：(1)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心理资本以及主观幸福感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心理资本

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 心理资本调节了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3) 心
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中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心理资本在学生

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间的“双重作用”。此外，本研究不仅为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提升主观幸

福感提供一些建议，也为大学管理者有效管理学生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也引导大学以一种

更加积极向上的角度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为全面了解大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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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
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mechanism. A total of 62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f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interpersonal distress, psy-
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terpersonal distress 
has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le psycholog-
ic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2)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of stud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3)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artially mediating student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oubl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of 
students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some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in-
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also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administrator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some empirical support and suggestions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college 
students and guiding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
gy from a positive and healthy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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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面临的社会压力也不断增大，人们更愿意去关注一些积极的事物来缓

解和释放自己的心情，于是积极心理学便在人们的世界里脱颖而出，这也引起了一些心理学家和研究学

者的关注，他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和心理健康有关的正向指标上，以便为促进人们心理健康、提升人

们的幸福感提供一些建议。有学者认为有两个描述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突出的指标，分别是正面的主

观幸福感和负面的心理病态(Greenspoon & Saklofske, 2001)。而正面积极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Diener et al., 2006)是一种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及其所拥有的情绪状态的综合评价，不仅

如此，它不仅是评价一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最终指标，还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好坏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心

理指标。因此，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非常想提高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如何判断一

个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现如今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成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判定健康方面除了众所

周知的生理和心理之外也十分看重的一点，而个体的人际关系就是其社会适应的一部分。虽然，以往研

究选用了不同人群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牛宙，张苗苗，2010；欧阳雪莲等，2009)，但是以大学生的人

际关系困扰为出发点探究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却有待拓展。另外，已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作为个

体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有助于个体应对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李永占，2014；林井萍等，2018)，但其发

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因此，本研究初步尝试，探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

感间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在其中起到的“双重作用”，以期对大学教育者和管理者在关于提升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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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发展方面能有所启发。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个体是处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网中的，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不可能脱离

他人而存在。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而所谓的人际关系就是指人们在

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或者心理上的距离(时蓉华，1988)。而大学生尤其是学生更是面

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产生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此外，根据心理学家

埃里克森(1950)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对于大学时期的学生而言这个时期不仅是个体个性心理发展的重要

阶段，还是他们获得亲密感战胜孤独感的关键时期，他们从内心里想与他人组成密切的关系，得到真挚

的友谊或者爱情。但是作为刚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他们面临着新环境，新的人际关系，对于

适应能力不是很强的学生来说在这种情境下可能就会产生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另外，由于自身的性格

过于内向、外界环境变化太大以及缺乏与他人交往的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等原因，使得学生在与他人交

往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而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另外，已有研究发现人际

关系满意度越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刘会驰，吴明霞，2011；吴绿敏，2021)，而人际关系困扰

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甘雄，李承宗，2010；张灵等，2007)。因此，大学生尤其是学生的人际关

系困扰问题越来越受到高校的关注和重视。 
所谓积极心理资本(Luthans & Youssef, 2004；简称心理资本)是指个体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由四个

维度构成，分别是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乐观(optimism)、韧性(resiliency)和希望(hope)。以往研究表明

(李茜，张国华，2022)，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一种保护性资源，往往在个体遇到外界风险因素时发挥缓冲

和削弱作用。此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OCR; Hobfoll et al., 2018)，在遇

到有东西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产生威胁时，为了减少甚至避免这种威胁，个体往往会首先考虑到保护自

己的已有资源，对于那些本身个体资源就不足的个体，往往会更容易感知到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结果，更

严重的是产生的负面结果还会进一步损耗个体所拥有的内在资源，从而使得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变差；

而对于那些有比较充足资源的个体来说一般不会轻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甚至已经拥有的资源还会帮

助个体进一步增强吸收新资源的能力。不仅如此，已有研究还发现(高素华，2017；杨新国等，2014)，当

负性生活事件增加时，高心理资本的个体比低心理资本的个体主观幸福感会更强。也就是说，与低心理

资本的个体相比，高心理资本的个体更能抵住不良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好个体的心理健康。 
此外，心理资本在大学生人际困扰问题的影响因素中，被证实是一个保护因素，因为当个体面临一

些人际困扰问题的时候，会充分调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来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从而使自己获得一

个良好的心理状态(李懿姝，2021)。研究还发现当个体的心理资本增多的时候，个人的自信和自我评价也

相对会变高，从而促使个体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增强(林丽妮等，2021)。另外，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表明个

体拥有的内部和外部保护因素可以影响人与人之间交谈，如人际交往(蒲勤，2014)。不仅如此，研究还发

现人际关系困扰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拥有较多心理资本的个体，可以解决人际

困扰的问题，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刘灵馨，2020)。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个体的心理资本越

高，其主观幸福感往往也越高，即两者呈显著正相关(Culbertson et al., 2010；熊猛等，2017)。更重要的

是，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其心理资本调节了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且是正向

调节(杨会芹等，2013)。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作为一种积极的个人资源，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困扰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可能发挥着一种调节、缓冲作用。不仅如此，以往研究还发现心理资本在个体、环境

因素与态度、行为等结果变量间起着中介的桥梁作用(熊猛，叶一舵，2016；张阔等，2010)，例如，研究

发现在个体的归因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之间心理资本起到了中介作用(付亮，2022)。因此，本研究推测

心理资本可能在学生人际关系因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关键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一个变量同时既

可以当作中介变量也可以当作调节变量(旦增卓玛等，2021；刘丹霓，李董平，2017；彭顺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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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拟在探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探究心理资本在

其中是否起到了调节和中介的“双重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使用问卷法收集 620 名大学生的数据，旨在对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在其中是否起到双重作用进行探讨，初步了解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为高校采取措施缓解解决学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

和实践支持。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H1：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资本以及主观幸福感都具有负相关关系，而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

感具有正相关关系。 
H2：心理资本在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调节和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图如下所示(见图 1、图 2)： 

 

 
Figure 1. Model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udents 
图 1. 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调节作用模型图 
 

 
Figure 2.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student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 2. 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山东省某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进行调查，共收到线上问卷 620 份，

对问卷筛查核对后(随意作答、作答时间较短)，得到有效问卷 620 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其中男生 170
名(27.4%)，女生 450 名(72.6%)。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IRIDS)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是由郑日昌(1999)编制，它是一种人际关系困扰的诊断量表，该量表包括四个维

度分别是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以及与异性交往，其中每个维度都由 7 个陈述性问题构成，共计

28 道题，每道题只作“是”和“否”回答，回答“是”得 1 分，回答“否”得 0 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

的人际关系困扰越严重。如果总分在 0~8 分之间，说明与人相处的困扰较少，人际交往能力良好；如果

总分在 9~14 分之间，说明与人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一般；如果总分在 15~28 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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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明与人相处存在较为严重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严重不足。经检验得出该量表的克伦巴赫 α 系数为

0.89，表示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2.2.2.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采用的是由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该问卷一共包括 26 个项目，由四个维度组成：

分别为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采用 Likert-7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7 (完全符合)，总分越

高代表积极心理资本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91，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2.2.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吉楠和李幼穗(2006)编制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一共有 41 个项目，共由

8 个维度构成：分别是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性行为和人

际关系。采用 Likert-5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5 (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越

高。经检验该量表的克伦巴赫 α系数为 0.93，表示该量表的信度良好。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与初步分析。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检验心理资本在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和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使用问卷法收集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存在，因此，本研究在收集数据时

采用匿名的方式和有些题目使用反向计分来尽可能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同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

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6 个，其中，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 29.54%，小于 40%的临界值，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有 59.5%的学生与人相处的困扰较少，人际交往能力良好；有 28.4%的学生与

人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一般；而有 12.1%的学生与人相处存在较为严重的困扰，人

际交往能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应引起学校的重视。另外，

各变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所示(见表 1)，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各个维度与心理资本和主观

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terpersonal distres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udents 
表 1.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 

 M ± SD 交谈 交际与交友 待人接物 与异性交往 人际关系困扰 心理资本 主观幸福感 

交谈 1.90 ± 1.78 1       

交际与交友 2.90 ± 2.09 0.71** 1      

待人接物 0.98 ± 1.15 0.58** 0.54** 1     

与异性交往 1.71 ± 1.63 0.60** 0.61** 0.43** 1    

人际关系困扰 7.50 ± 5.57 0.88** 0.89** 0.72** 0.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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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心理资本 121.82 ± 22.98 −0.41** −0.49** −0.26** −0.28** −0.45** 1  

主观幸福感 156.60 ± 26.92 −0.40** −0.40** −0.27** −0.30** −0.42** 0.79** 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3.3.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心理资本是否调节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调节模型检验程序(温
忠麟，叶宝娟，2014)，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采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1 (Hayes, 2012)
对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2)，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06, p < 0.05)；
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显著(β = 0.77, p < 0.001)；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资本的交互作用对

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显著(β = 0.07, p＜0.01)，表明心理资本调节了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3)，心理资本较低(M − 1SD)的个体，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

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12, t = −3.86, p < 0.001)；心理资本较高(M + 1SD)的个体，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simple slope = 0.01, t = 0.23, p > 0.05)。表明随着个

体心理资本的增加，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Table 2.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udents 
表 2. 心理资本对于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预测变量 F ∆R2 B t 

常量 

283.45*** 0.65 

0.03 1.15 

性别 0.13 5.53*** 

人际关系困扰 −0.06 −2.09* 

心理资本 0.77 28.50*** 

人际关系困扰 × 心理资本 0.07 2.93**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 3. 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调节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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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以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心理资本为中介

变量，通过 Hayes (2012)编制的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4，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重复抽取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 3)，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对心理资本和

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β = −0.45; β = −0.07)，而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

应(β = 0.77)。所得中介作用检验路径图如图所示(见图 4)，各个回归路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中介效应分

析结果显示(见表 4)间接效应值为−0.35，标准误差为 0.03，95%的置信区间[−0.40, −0.29]不包含 0，这说

明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0.45 × 0.77 ≈ 0.35)约占

总效应量(0.42)的 83.33%，因此，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心理资本 主观幸福感 

R R2 F B t R R2 F B t 

常量 

0.46 0.21 82.85 

0.39 2.74** 

0.80 0.64 370.50 

−0.52 −5.38*** 

性别 −0.27 −2.83** 0.30 5.56*** 

人际关系困扰 −0.45 −12.68*** −0.07 −2.69** 

心理资本   0.77 28.24*** 

 

 
Figure 4. The path diagram for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 4. 心理资本在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路径图 

 
Table 4.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 and effect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表 4. 中介效应模型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及效应分析 

模型 路径 β SE 95% CI 效用所占比例 

直接效应 人际关系困扰→主观幸福感 −0.07 0.03 [−0.13, −0.02] 16.67% 

中介效应 人际关系困扰→心理资本→主观幸福感 −0.35 0.03 [−0.40, −0.29] 83.33% 

 
综上所述，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不仅起到调节作用还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出发，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学生的人际关

系困扰、主观幸福感与心理资本三者关系的相关分析和检验，进一步探讨了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

扰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双重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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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生的人际关系现状 

首先，本研究发现，有 28.4%的学生与人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一般；另外，有

12.1%的学生与人相处存在较为严重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还

不容小觑，有 40.5%的学生存在一定的人际关系困扰。这是因为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新的校园，面临着

新的环境，他们需要与他人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比如，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宿舍关系、男女关系以及

社团里面的关系等等。但由于自身性格或者是缺乏交往技巧等原因，可能会产生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问

题。因此，学校应该对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尽可能为他们的大学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

开端，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 

4.2.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都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

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Culbertson et al., 2010；刘会驰，吴明霞，2011；熊猛

等，2017)，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Maslow, 1943)，处于第三层次的需要为归属和爱，也被称为社

交需要，主要包括希望与他人交友和睦、保持和谐稳定融洽的人际关系、被他人喜欢与喜爱他人、被所

在团体接纳的归属感等几个方面。因此，当个体由于人际关系困扰而导致社交需要没有获得满足时，相

应地个体的心理资本和主观幸福感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促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心理

资本，而人际关系出现困扰则会降低个体的心理资本，所以提升自我的人际适应能力，较好地融入周围

的环境，与他人进行有效、友爱地沟通、交流和互动，从而拥有更为丰富的心理资本，而心理资本越高，

个体所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体验也越多。 

4.3. 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间的“双重”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对

于心理资本较低的个体，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对于心理资本较高的

个体，人际关系困扰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根据 Hobfoll 等人(2018)的资源保存理论，高心

理资本的个体，拥有充足的个体资源，因此，不管是在低人际关系困扰还是高人际关系困扰的情况下，

其主观幸福感都很高且差异不显著；而对于低心理资本的个体，他不仅容易感知到负面结果，并且产生

的负面结果还会进一步消耗其内在的资源，因此，不管是高还是低人际关系困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都

很低，并且高人际关系困扰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低人际关系困扰的。这个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心

理资本的“雪中送炭”模型，即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一种积极的保护性资源，可以缓冲和削弱外界风险

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李茜，张国华，2022)。因此，这提示大的心理健康教师可以尝试在心理健康教育

课堂或者团体辅导中去开发和培育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从而帮助大学生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应对人

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心理问题。另外，本研究也提醒大学生，不仅要重视自身人际交往

能力与沟通能力培养和提升，还应不断积聚自身积极能量，努力提升自我效能感、积极乐观的态度、心

理韧性和希望水平，弥补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从而提升自己的主观幸福感。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人际关

系困扰会通过心理资本间接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此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人际关系困扰高的个体，

其积极心理资本也相对较低(刘灵馨，2020)，而积极心理资本过少，又会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Culbertson 
et al., 2010；熊猛等，2017)。这个结果提示我们，要想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仅要改善学生

的人际关系所存在的困扰、问题，让他们拥有一个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还要重视提升他们的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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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积攒更多积极的心理能量，来应对各种负面生活事件造成的心理问题，拥有一个积极乐观健康的

心理状态，从而提升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度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大学生活。 

4.4. 研究意义和建议 

本研究发现了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和中介双重作用，不仅丰富了

该领域的研究结果，更重要的是，也为今后高校在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方面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高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4.1. 开设关于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的相关课程 
大学生群体面临着舍友关系、男女关系、朋友友谊、同学关系以及师生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

系，并处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之中。而对于刚刚从高中进入到大学且处于过渡阶段的学生来说，人际关

系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和巨大挑战。高中与大学在各个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高中时期面对

的人群都是自己家里本地的，在饮食风格、生活习俗以及语言等方面没有很大不同，而大学所面临的环

境却截然不同，在各个方面都与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相差甚大，因此就面临着适应问题，就容易出现人

际关系问题。如果在入学之初没有解决好学生的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那他们今后的大学生活势必会受

到不利的影响。因此，给学生开设一些培养人际关系交往能力的相关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在社

会心理学着重讲解人际关系这一部分，或开设团体辅导活动课，通过一些活动提升自己交往能力，从而

让他们拥有一个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为他们的大学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始。 

4.4.2. 重视心理资本的培养和开发 
培养和开发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影响。这不仅能够使

大学生战胜一些生活中消极的负面情绪，同时还能够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树立远大理

想，构建正确的三观。因此，高校老师应该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加强对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开发和培养，

从而培养出具有积极心理、全面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高质量人才。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帮助学生树立希望。大学生要给自己设定明确的人生目标，

对未来要充满希望，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其次，增加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即提升学生对自己做成某些事情的自信心。例如，老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制定一些学习任务或者

小组合作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获得成就感然后提升自己的自我效能感，每当完成一个任务时，

对于学生而言都是一种积极强化，都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健

康的心理状态；再者，培养学生的乐观思维。比如，老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比如运动

比赛、“互联网+”大赛以及歌唱比赛等等，在活动中让同学们锻炼自己，培养自己积极乐观学习和生活

的态度；最后，增加学生的心理韧性。要培养学生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精神，尤其是在学校学习生活

中，不断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品质，不能遇到一点小事就想不开去自残自杀，不仅伤害了自己还伤害了

关心爱护你的亲人。 

4.4.3. 注重社会人际交往的规范培育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现如今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更注重利益，且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中华

文化中以情为中心的人际交往模式逐渐发展为以理为中心的交往模式。因此，高校可以在人际交往中培

养大学生规范地进行社会人际交往。遵循人与人交往社会准则。总之，大不仅要培养大学生对内在人际

关系的感知，同时还要注重外在社会规范的培育。通过加强大学生社会人际交往的规范的培育，增强大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进而增加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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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实际的工作中，大管理者和心理教师应尽早关注到学生特别是学生的人际关系情况，

在大一就多开设一些关于人际交往方面的课程或者是讲座活动等，切实把提升学生的人际关系工作做到

实处，让学生上好人际交往的第一课；另外，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资本，积聚自身的积极能量，

以更好地精神面貌面对大学生活可能遇到种种问题和挑战，以防学生因为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导致主观

幸福感下降。 

4.5. 研究局限性 

虽然本研究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使用的是问卷调查

法做的是横断研究，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纵向或者实验研究来进一步

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研究被试男女比例有些差距，并且被试来自同一所大学，研究结果的推广

性和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后的研究可以将这一点纳入考虑；最后，本研究是基于各个变量总分进

行数据处理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使用量表的各个维度进行探究，从而得出更加具体的研究结果。 

5. 结论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显著负向预测心理资本以及主观幸福感，而心理资本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心理资本调节了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资本在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中

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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