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6), 981-98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35    

文章引用: 傅凌海. 目的感研究的起源、发展与展望[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6): 981-988.  
DOI: 10.12677/ass.2019.86135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Purpose 

Linghai Fu1,2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CCU, Taipei Taiwan 
2Strait Chenggong Institute, Wuyi University, Nanping Fujian 

 
 
Received: May 29th, 2019; accepted: Jun. 13th, 2019; published: Jun. 20th, 2019 

 
 

 
Abstract 
Purpo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and there has been a large body 
of studies on this topic in the western worl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studies of purpose 
from half a century ago,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purpose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of purpos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purpose and related concepts, introduces the main methods and tools for evaluating 
purpose, sums up the function of purpose in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im-
portant effects in the optim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finally, points out several important de-
velopmental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on purpose. 

 
Keywords 
Purpose, Origin, Development, Prospect 

 
 

目的感研究的起源、发展与展望 

傅凌海1,2 
1台湾政治大学教育学系，台湾 台北 
2武夷学院海峡成功学院，福建 南平 

 
 
收稿日期：2019年5月29日；录用日期：2019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19年6月20日 

 
 

 
摘  要 

目的感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整理了半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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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关目的感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了目的感研究的起源，梳理了目的感的定义与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分

析了目的感与意义、使命感、目的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介绍了评量目的感的主要方法和工具，

总结了目的感在促进身心健康和最佳发展模式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了未来目的感几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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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比其他心理学概念，目的感的概念在国内心理学领域相对比较陌生，研究成果也较稀少。但在西方

有关目的感的科学研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目的感的科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经历过一段缓慢

发展时期后，随着本世纪初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目的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增加。这些研

究包括目的感的定义、结构、测量，及其在抵御负面身心状态、促进身心健康与最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

本文试图对半个世纪以来目的感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介绍目的感在促进身心健康方面

的重要研究成果，及其在最优发展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指出目的感研究几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2. 目的感研究的起源 

目的感的科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痛苦和磨难的 Viktor Frankl，
认为持续而有意义的目的感才让他得以幸存。他发现对未来抱有积极目的和正向愿景的那群人，存活下

来的可能性最大[1]。比如：与挚爱的人团聚，有未完结的心愿，以及具有深刻的精神信仰等。 
Frankl 最早提出了无目的感是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他指出无意义感与厌恶、无聊、犯罪行为、

成瘾及抑郁都有关系，并构建了以意义或目的为基础的理论与心理治疗取向——意义疗法。意义疗法有

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是自由意志假设，即人们可以自由控制对生命事件做出何种反应；第二是意义寻求

假设，即人们的首要动机就是寻求生命中的目的和意义；第三是意义恒长假设，即在所有生活情境中，

生命都具有意义[2]。 
Frankl 关于生命意义(目的)的理论和应用，使目的感的研究在 1960 年代达到了一波高潮。但在随后

的几十年中目的感的研究逐渐减少。直到本世纪初期，随着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兴起，关于目的感的心理

学研究再次增长。与 Frankl 关注无目的感与消极心理现象的关系不同，积极心理学范式下的目的感研究

更多关注目的感对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 

3. 目的感定义的演变与发展 

在目的感被纳入积极心理学的模型和框架之前，目的感的概念和定义发生着不同的演变。目的感曾

被认为是决策过程的关键因素，混沌中寻求意义的方式[3]，演化中的一种适应性[4]，以及个人的终极目

的或目标[5]。然而大部分关于目的感的定义都包含了三个层面：投入、目标导向与个人意义感。 
投入是目的感界定的第一个主要层面，指个人愿意投入时间、资源和精力达到他们确认的目标[6]，

投入对目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目标导向是目的感界定的第二个主要层面，目的感代表着对某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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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目标稳定而深远的追求。这种深远的目的可能是无法完全达成的，但是可以促使人们不断向其迈进。

目的感的第三个层面是个人意义感，不是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有特别的个人意义，而目的感却与个人意义

或重要性紧密相关。 
除了以上三个公认的主要层面之外，自我超越因素也被许多学者纳入到目的感的概念结构中。如

Frankl 建议除目的感的三个成分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超越自我的成分，被称为灵性的或灵感的层面[7]。
这个层面不只是个体意义的目标，而是让个体与广大世界相关联，如为家人、社区或国家服务，积极参

与超越自我的世界。 
综上关于目的感概念与层面的研究，目的感至少应包含投入、目标导向、个人意义感、自我超越等

四个层面。Damon 等把目的感描述为一种长期的、前瞻性的意图，为实现对自我有意义、对自我之外的

世界有影响的目标[8]。在此定义中，包含了目的感的主要成分：1) 稳定且未来导向的意图(目标导向)；
2) 有意义的参与涉入的行动(投入)；3) 对自我有意义的目标(个人意义感)；4) 对自我之外世界的利他贡

献或影响(自我超越)。此定义比较完整地涵盖了以上四个层面，得到了目的感研究者的广泛采纳。 

4. 目的感与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4.1. 目的感与意义 

目的感从最开始就和意义紧密相连，早期的学者常常把目的与意义两个词交互使用，在他们看来两

个概念是可以相互代替的。但随着目的感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者逐渐发现并区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差

异。首先，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自我超越的层面上。意义是能让一个人的生命或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事

物，一般不涉及超越自我的概念。而利他和超越自我是目的感一个重要成分。其次，目标导向层面是两

者间第二个重要区别。目的感涉及到有意义的、广泛的人生目标，并且有指向性和方向性，而大部分意

义的概念没有涉及目标导向，不存在方向性。 

4.2. 目的感与使命感 

使命感是个人对自我天生属性的寻找与实现[9]。目的感和使命感都包含对未来目标导向，都需要长

期坚持的行动与投入才能最终完成使命或达到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使命感强调对

自我天赋或社会赋予的角色期望的寻找与实现，目的感不涉及天赋与社会期望的概念。其次，使命感的

驱动来源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认同，而目的感不限于此，其动机可以是来自社会期望与实现自我的动

力，也可以来源于其他更单纯的目的，如求真、向善、趋美等终极追求。最后，使命感本质上追求的是

自我实现，而目的感不仅涉及自我实现的意义，也包含自我超越的意义和价值。 

4.3. 目的感与目的 

目的感与目的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目的是目的感的来源，具有目的感的个体必定受到某些具体或

抽象目的的引导，并为目的感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两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目的是目的感驱使行为指向的

目的地或终点，目的感是为实现目的持有的信念、体验的情感和投入的行为。其次，目的可以是指近期

可实现可随时调整的短暂目标，也可以是需历时较久才能实现的中长期目的；而目的感则指向较稳定、

较长远的人生目的，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长久而稳定。因此，具有目的不一定拥有目的感，只有那些长

期的、对自我或社会有意义的，并驱使个体投入其中为之努力奋斗的目的才能引发目的感。 

5. 关于“目的感”的翻译 

目的感在英文文献当中使用的是“Purpose”这个词，其直译成汉语就是目的，意图，原因等[10]。
但如上所述，目的感并不能等同于目的。为了区别目的感和目的不同，在部分文献中就用“Purpose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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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或者“Sense of purpose”[12]来代表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人生目的或目的感。但绝大部分英文文

献并未做区分，直接使用“Purpose”一词来代表目的感或人生(生活)目的。为了在中文翻译上区分目的

感(人生或生活目的)与目的，一般模仿国外文献的做法，加一个前置或后置语，翻译成“目的感”[13]或
“人生(生活)目的”[14] [15]。 

本文取的是“目的感”的翻译，除了为了与目的加以区分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目的感”

更能体现为达到目的而不懈努力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体现了目的感概念中的“投入”层面；第二，“目

的感”是对人生目的长久而稳定的信念、承诺与体验，更能体现对人生目的的意识与感知；第三，目的

感涉及个人意义与超越自我的意义，这些意义应当被个体的理解、感知或体验才有助于形成目的感，目

的感是一种对目的和意义的意识状态。基于以上几点，本文作者认为相比“人生(生活)目的”，取“目的

感”的翻译更能体现其定义的关键因素，更能表现其内涵的本质。 

6. 目的感的评量 

由于目的感是一个较复杂、多维度的、主观性较强的概念，如何准确地衡量它，成为了一个难题。

尽管如此，研究者发展了一系列方法来评量目的感，包括测验法、访谈法、排序法、日记研究、历史文

献回顾等。不同的学者根据其对目的感的理解和研究对象，发展出不一样的评量方法，以下简略介绍几

种在实证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和工具。 

6.1. 测验量表 

6.1.1. 人生目的感测验(Purpose in Life Test, PIL) 
人生目的感测验是 Crumbaugh 和 Maholick 于 1964 年，在 Frankl 的目的问卷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6]。

该测验以 Frankl 对目的感的定义为基础，测量个体给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的努力程度，以及意义让个体

感觉到其生活值得过的程度。PIL 是由 20 个题项组成的自陈式量表，采取李克特 7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

高说明目的感越强。PIL 是目的感测量使用最广泛的工具。 

6.1.2. Ryff 的人生目的感分量表 
Ryff 的人生目的感分量表使用广泛程度仅次于 PIL。本量表是 Ryff 基于其对心理幸福感的定义及其

6 个维度(自主、环境掌控、个人成长、积极人际关系、自我接受和人生目的感)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

其中人生目的感分量表分数越高，说明人生目标越明确，目的感越强烈[17]。 

6.1.3. 人生意义问卷(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MLQ 是另一个广泛使用的意义测量工具。它有 10 个题项，分为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 5 题，分

别测量“人生意义寻求”和“人生意义体验”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人生意义

水平越高[18]。 

6.2. 访谈法 

访谈法一般用在质性研究中，可以对经验提供深入的描述，也可以在量化研究数据中发现更充实更

具体化的结果，据此提出假设，并在后续的测量等量化研究中加以验证。在探寻目的感背后的动机和机

制时，一般会用到访谈法。研究者通过访谈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追求个人意义的深层原因，这是量化测

量难以做到的。但由于访谈法耗时耗资耗力，在目的感的研究中相对较少用到。 

6.3. 排序法 

为了解目的感的来源，DeVogler 和 Ebersole 发展了排序法。他们首先让研究参与者从有关意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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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列出 3 个最重要的意义来源，并列举与这三个来源有关的具体经历。然后对这些意义来源进行分类，

以了解各种意义来源的类型，确定目的感的主要来源类型[19]。 

6.4. 历史文献回顾法 

Mariano 和 Valliant 通过回顾曾在二战时期服役青年的健康档案与访谈资料，以了解他们自发性的目

的感与超越自我的夙愿。通过回顾历史文献，研究者得到了许多关于二战青年一代人目的感本质的有趣

发现[20]。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是历史文献极其稀缺和珍贵，不易得到，需花费大量时间与资源去收集、编

撰和整理。 

7. 目的感对身心健康和最佳发展的作用 

7.1. 目的感促进身心健康的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Frankl 就提出目的感可以抵御负面状态，促进健康。他认为目的感无论是

在艰苦的条件下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能帮助人们抵挡生活中的挑战，而无目的感却会让人产生无意义感，

陷入“存在虚空”(existential vacuum)或“存在精神官能症”(existential neurosis)，一种持续厌倦、冷漠和

空虚的状态[21]。他的理论得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的证实，无目的感可以强烈地预测厌倦、自杀意图和行

为，以及其他负面心理状态[22] [23]。 
此外，目的感也能抵御疾病等不良生理状态。如一项追踪研究显示拥有较高目的感的群体得老年痴

呆症和轻度认知障碍的机率要明显低于目的感较低的群体[24]。另外一些研究发现目的感与促发炎细胞因

子、心血管和代谢标志物有关，高目的感的个体具有较低的发炎反应，有良好的心血管和代谢标志物[25]。
这些研究证明目的感对抵御身体疾病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积极方面来说，目的感还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大量研究发现目的感与主观幸福感、自尊、生活

质量、积极情绪都息息相关[15]。Zika 和 Chamberlain 发现目的感与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

相关，这个结果并没有随着参与者的年龄不同而变化[26]。另外，目的感也能促进个体积极地参与正向的

社会生活，研究表明目的感与一系列正能量的健康行为有显著相关，拥有目的感的个体比无目的感个体

更多地参与亲社会活动，并有更多的利他行为[27]。目的感还能减轻不良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潜在的负面影

响，研究者指出目的感成为一个保护因素，以提高青少年对高风险成长环境不良影响的抵御能力[28]。 

7.2. 目的感在最佳发展模式中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理学家过去专注于减少

人类痛苦、缺陷和疾病的方法，而积极心理学提倡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人们如何过上更充实、更富有成效

和更有意义的生活。新的积极心理学范式孕育了有关人类最佳发展模式的研究。研究人员已经发展出了

一些关于人类积极发展的实用理论，而获得目的感是其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Carol Ryff 和 Burton Singer 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提出自我接受、环境掌握、正向关系、个人成长、

自主和目的感的 6 因素模型，以上因素汇聚起来可以预测心理幸福感。其中目的感，是 6 个因素中对积

极心理健康贡献最大的因素之一[29]。 
近期许多积极心理学理论同样认为目的感是人类最佳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Seligman 的“真

实的幸福”理论确定了最佳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正向情绪、投入和目的感(或意义)。他认为，目的感是

真实幸福最持久的因素[30]。最佳发展的另一个相关模型行为价值(VIA)强调品格力量和美德在心理健康

中的重要性。根据 VIA 的分类及因素分析，确定了四个因素：节制、智力、人际和超越。其中目的感属

于品格的超越力量，在预测健康心理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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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感在人类最佳发展的各种概念模型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目的感是人类最佳发展理论

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8. 目的感研究展望 

8.1. 目的感的评量方法 

研究方法和评量工具是目的感研究最明显的缺陷之一。虽然研究者发展出一系列的量表与评估方法，

但各种评估目的感及相关概念结构的测量工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都没有较完整地评量目的感的所

有方面。如前所述，目的感较完整的定义包含了投入、目标导向、个人意义感、自我超越四个层面。目

前大多数评量工具都只测量了目的感前三个层面，而第四个自我超越维度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评量。因此

现有的目的感评估方法都没有全面衡量目的感所有这四个关键因素。 
至于没有出现有效评量自我超越维度的工具，可能是因为很难用几个简短的调查问题就能反映其超

越的目的，而且自我超越受到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较大，所测量出来的情况很可能与个体真实的行为相

差胜远。尽管存在困难，但是设计一项全面、廉价、能够有效地测量目的感所有维度的工具，极其有价

值。这不仅能弥补目的感评量工具的缺陷，也能突破访谈法、日记研究、历史文献回顾等其他研究方法

的局限(如高成本、小样本、隐私问题和不完整记录等)。 

8.2. 纵向研究 

由于目的感使个体长期投入具有自我意义与超自我价值目的的活动中，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生命历

程，但现有的目的感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横断面研究，很少有人对目的感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目的感的

纵向研究可用于解决各种重要问题，如了解目的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青春期甚至

更早阶段出现的目的感如何对成年及其之后产生影响；目的感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如何影响身心健康与积

极发展等。 
此外，目的感的纵向研究还可以揭示目的感及相关因素的因果关系。大部分横向研究都是相关性，

或只是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而纵向研究却能够建立与证实因果模型与关系。虽然纵向研究既耗时又昂贵，

但考虑到目的感在人类身心健康与最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对目的感的纵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8.3. 反社会价值的目的感 

从目的感的定义可以发现，目的感本质上是一个不带价值倾向的中性概念。目的感可以由符合社会

价值的积极目的引发，也可以由一些反社会的负面目的引发。但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正面的或至

少是中性的目的感。因此，关于目的感的研究假设了一个积极的或至少是中立的目的。 
由于社会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历史、社会机构和社会文化等，因此目的感性质的确认也应

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为基础。在某一社会形态下，区分高尚与卑劣的目的，就可以探索消极

目的感的作用。因为反社会的目的感并不能排除在目的感的研究之外，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目的感这个

复杂概念结构的表现和运作形式。对于反社会目的感的研究可以了解这些消极目的是由于什么因素引发

的；它们是否源于积极的目的；它们的发展与什么样的早期经历有关；哪些因素或经历可以改变甚至重

塑这些消极的目的感等。 

8.4. 跨文化和文化研究 

除了目的感的性质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目的感的内涵、特征、作用在不同种族、社会和文化中

可能也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只存在少数目的感的跨文化研究，而且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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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目的感普遍性之间的差异程度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许多东方文化，目的感和意义感在美国

民众中更为普遍[32]。这些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目的感存在重要文化差异。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目的感是什

么，如何运作，目的感结构中哪些方面具有普遍性，哪些方面具有文化特异性，并且为了更全面地理解

目的感在更广泛的群体中的发展模式，都需要进行跨文化和文化研究。 

8.5. 目的感的培养 

鉴于目的感与身心健康和积极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只有相对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具有目的感[33]，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如何培养和促进目的感发展的研究。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显示通过相对简单的干预措

施可以显著影响年轻人发现生活目的的概率[34]。除此之外，大多数关于如何培养和支持目的感发展的研

究都是理论性的。理论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现有的实证结果相吻合，这表明目的感在实务中以预期的方

式发挥作用，但仍需要直接关注目的感在特定环境中的实证研究。如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如何根据理论

研究的建议，鼓励孩子反思与讨论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培养具有远见的目的感；在学校里，教师、行政

人员和辅导老师如何把目的感的培养融入日常的教学、管理与活动中，形成学校的文化之一，而不是偶

尔的一两次干预活动等。对于目的感培养的实证研究是将来极其有价值的拓展领域之一。 

9. 总结 

目的感的研究起于上世纪 50 年代战后创伤恢复的氛围，兴于本世纪初的积极心理学思潮。其定义、

结构、评量和功能都得到了心理学研究者的深入而广泛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目的感的研究从关注其

应对负面心理与环境方面的作用，到促进健康、幸福和人类最佳发展，其重要性不断提升。未来对目的

感的研究可以从全面的评量、纵向研究、反社会价值目的感、跨文化与文化研究，以及目的感的培养等

方面着手，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其研究成果或将在健康、心理、教育、商业等领域产生广泛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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