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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or Scale and the Adaption Scale of China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320 
freshmen in this study. The aim wa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freshmen in a sense of humor and adapta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of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with respect to the sense of humor, the girl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boys’ in the tendency of laugh dimensions; the score of the urban freshmen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freshmen in humor understand dimension; the score of the 
one-child fresh-me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one-child freshmen in social and humor un-
derstand dimensions and the total average; (2) with respect to the adaptability, the score of urban 
fresh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freshmen in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campus 
adaptation, career choice adaptation and satisfaction dimensions, as well as the total scores of 
adaptability; and the score of the one-child fresh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hat of the 
non-child freshmen in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campus adaptation, career choice adaptation and 
satisfaction emotional adjustment adaptation dimensions and the total score; girls’ score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in career adaptation; the liberal arts student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cience students’ in career choose adapta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
si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nse of humor and adaptation, and a 
sense of humor is a positive predictor for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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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对320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目的在于研究当代

大学新生幽默感和适应性的现状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在幽默感的笑的倾向维

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幽默理解维度上城镇大学新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新生；在社交幽默

维度、幽默理解维度及总平均分上，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得分；(2) 在人际关系适应、校

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满意度维度及总平均分上，城镇大学新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新生；在人际关系

适应维度、校园适应维度、择业适应维度、情绪适应维度、满意度维度和总平均分上,独生子女明显高于

非独生子女；在择业适应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择业适应得分上文科学生明显高于理科学生；

(3) 经相关分析，幽默感和适应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幽默感对适应性有正向的预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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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进入职场前最重要的学业和就业准备阶段，大学新生对于大学生活的适应极其重

要，不仅影响到大学阶段的学习和生活，更可能影响今后的个人生活幸福以及对社会工作的贡献。而刚

入学的大一新生，在学习方式、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必然面临很大的转变，他们对这

一转变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一般而言大多数大学新生在一定时间内能够逐渐适应且顺利地渡过这一

难关，然而在各高校里仍有一些学生表现出比较持久的不适应感，甚至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他们亟

需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和辅导。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适应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大学甚至是一生

的成长和发展(陈静，2010)。 
适应是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构筑良好心理的过程，也是指个人同环境之间的一种和谐、

协调、相宜、相适的状态，这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夏纪林，2002)。丁桂凤和赵国祥(2008)指出，适应

是指个体依据对内外环境变化的认识和体验，通过积极的自我调节，使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与环境保持相

互协调、和谐发展的动态心理过程。适应问题是大学新生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涉及学习适应、

人际适应、心理适应等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众多心理学学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强调积极的心理特质对行为表现的影响，挖掘

人的潜质和优点以减少消极的情绪和心理问题。而幽默感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它在压力应对和人

际沟通等方面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幽默感是一种以有趣，可笑而又富有意味的言辞或行为机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黄希庭，杨治良，

林崇德，2003)。Gervais 和 Wilson (2005)认为幽默具有进化意义和适应功能。Boyle 和 Joss-Reid (2004)
指出高幽默感与良好的健康状态有关。李梅，张向葵，赵欣欣等人(2007)认为幽默感是一种心理力量，同

乐观、自尊、自信和勇敢等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一样，是能够促进适应的心理力量，也是影响病人康

复和适应的健康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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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2011)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多元幽默感与适应有显著相关。张灵聪等人(2011)以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表明大学新生的幽默感对其适应性、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

幽默感的人有较高的学习和社交能力(Chapman & Foot, 1996)。 
目前，随着国内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指导当代大学生积极适应生活学习

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目标。针对大学生适应问题，已有较多的研究从影响学生的外在因素如家

庭、学校和社会因素等方面进行探究，而我们认为对个人的特质等内在因素进行探究同样重要，幽默感

是否真有益于适应值得深入探究。本地区的大学新生幽默感和适应性的特点如何？是否存在区域差异？

与其适应性之间的有关系如何？因此，本研究尝试了解贵州省大学新生幽默感和适应性的特点，并探讨

幽默感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所在区域高校指导大学新生积极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提供有效应对策

略制定和实施的数据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贵州省属三所二本高校大一新生 320 名，共发放 320 份问卷。其中男生 106 人，女生 182
人；独生子女 47 人，非独生子女 241 人；文科学生 109 人，理科 179 人；城镇 71 人，农村 217 人；少

数民族 127 人，汉族 161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多元幽默感量表 
幽默感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是认知、情绪和行为倾向的整合的心理现象。王静(2011)在其硕士学位

论文《幽默感、情绪智力与大学生适应的关系研究》中对多元幽默感量表进行使用并做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将陈淑蓉，陈学志(2005)原量表中的幽默创造和社交幽默两个维度组成一个新的“社交幽默维度”。

最终确定五因素模型在理论结构上更为合理。它包括 5 个维度：幽默理解、社交幽默、幽默应对、对幽

默的态度、笑的倾向。幽默理解主要是了解个体对幽默信息的觉察或掌握笑点的能力；社交幽默是了解

个体在社交情境中使用幽默以增进人际关系或缓和尴尬及人际冲突的能力；幽默应对是个体面对难题时，

能否在认知和行为上表现幽默的方式以应对难题；对幽默的态度是指个体对幽默的事物或使用幽默的喜

好程度；笑的倾向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笑得行为。本量表共 54 个项目，采用 1(非常不符合)~5(非常

符合)的 5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幽默感越强。王静修订后的多元幽默感量表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944，
幽默理解、社交幽默、幽默应对、对幽默的态度、笑的倾向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675、
0.929、0.854、0.869、0.693，表明经过修订后的多元幽默感量表在大陆学生样本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在

本次研究中，幽默感量表的整体 Cronbach alphas 系数为 0.936。 

2.2.2. 适应性量表 
适应是个体改变其角色、规则以减轻以情境中压力的能力(王永丽，林崇德，俞国良，2005)。本研究

的适应性量表采用的是方晓义，沃建中，蔺秀云(2005)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该量表包括 7
个维度：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满意度。该量表共有 60 个项目，

采用 1 (不同意)~5 (同意)的 5 级计分，得分越高说明适应性越强。方晓义等人的适应性量表 Cronbach a
系数为 0.934，其中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满意度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780、0.800、0.656、0.715、0.713、0.695、0.674。在本次研究中，适应性量表的整体 Cronbach 
a 系数为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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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测过程 

研究者主持团体发放问卷。并对所采集的数据运用 SPSS19.0 进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统计、t
检验、方差分析等。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特点分析 

3.1.1. 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特点 
为了了解本地区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现状特点，考查大学新生男女性别之间、生源地之间以及是否独

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表 2 和表 3。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freshmen’s sense of humor (N = 288) 
表 1. 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特点(N = 288) 

维度 
男(n = 106) 女(n = 182)  

M SD M SD t 

社交幽默 3.32 0.81 3.25 0.70 0.76 

幽默态度 3.97 0.82 4.11 0.63 −1.51 

幽默应对方式 3.43 0.73 3.47 0.71 −0.43 

幽默理解 3.63 0.90 3.71 0.69 −0.82 

笑的倾向 2.87 0.93 3.14 0.88 −2.51* 

幽默感总平均分 3.48 0.61 3.53 0.53 −0.82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Differences analysis in sense of humor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birthplaces (N = 288) 
表 2. 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生源地差异分析(N = 288) 

维度 
农村(n = 217) 城镇(n = 71)  

M SD M SD t 

社交幽默 3.28 0.74 3.27 0.72 0.09 

幽默态度 4.03 0.69 4.16 0.79 −1.37 

幽默应对方式 3.46 0.69 3.43 0.75 0.28 

幽默理解 3.6 0.79 3.89 0.80 −3.04* 

笑的倾向 3.00 0.90 3.13 0.64 −1.05 

幽默感总平均分 3.50 0.55 3.55 0.91 −0.66 
 
Table 3. Differences analysis in sense of hum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nly child or not (N = 288) 
表 3. 是否独生的大学新生幽默感的差异分析(N = 288) 

维度 
独生(n = 47) 非独生(n = 241)  

M SD M SD t 

社交幽默 3.48 0.84 3.24 0.73 2.03* 

幽默态度 4.19 0.83 4.04 0.68 1.41 

幽默应对方式 3.47 0.91 3.45 0.68 0.17 

幽默理解 3.98 0.67 3.62 0.77 3.01** 

笑的倾向 3.18 0.82 3.01 0.92 1.20 

幽默感总平均分 3.66 0.67 3.48 0.5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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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是采用 5 级评分制，所以取中间值 3 为参考标准，得分越高说明幽默感越好。从表 1 可以看

出，大学新生的幽默感在中间值以上。在笑的倾向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p < 0.05)，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

生；在幽默态度维度、幽默应对方式维度、幽默理解维度及平均分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但是并不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男生在社交幽默这一维度的得分高于女生，但差异并不显著(p > 0.05)。 
通过对大学新生的生源地的多元幽默感的各维度得分及幽默感总分进行 t 检验，发现不同生源地的

大学新生在幽默理解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城镇显著高于农村，表明城镇的大学新生对掌握

笑点的能力高于农村学生。在其余维度及总平均分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2。 
通过对是否独生的大学新生的多元幽默感的各维度得分及幽默感总分进行 t 检验，发现是否独生的

大学新生在社交幽默维度、幽默理解维度和平均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独生子女明显高于非独

生子女。而在其余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3。 

3.2. 大学新生适应性的特点分析 

3.2.1. 大学新生适应性的特点 
为了考察本地区大学新生有关人口变量在适应性上的特点和差异，对大学生适应平均分及其各维度

进行了性别、生源地、学科类型以及是否独子女的差异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4、表 5，
表 6 和表 7。 

本问卷是采用 5 级评分制，所以取中间值 3 为参考标准，得分越高说明适应性越强。从表 4 可以看

出，大学新生的适应能力在中间值以上。择业适应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 0.05)，在人际关系

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情绪适应和满意度及平均分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男生在自我适应这

一维度的得分高于女生，但差异并不显著(p > 0.05)。 
对文理科大学生的多元幽默感的各因子得分及幽默感平均分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文、理科在择

业适应得上有显著差异(p < 0.05)，文科明显高于理科。其余维度得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

见表 5。 
通过对大学新生的生源地的适应性各维度得分及幽默感总分进行 t 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适应、校

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满意度维度和平均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城镇显著高于农村，表明城

镇的大学新生在这些方面的适应能力高于农村学生。在学习适应、情绪适应和自我适应维度上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6。 
是否独生的大学新生在人际关系适应维度、校园适应维度、择业适应维度、情绪适应维度、满意度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freshmen’s adaptability (N = 288) 
表 4. 大学新生适应性的特点(N = 288) 

维度 
男(n = 106) 女(n = 182)  

M SD M SD t 

人际关系适应 3.26 0.68 3.31 3.31 −0.65 

学习适应 3.05 0.76 3.11 3.11 −0.64 

校园适应 3.16 0.84 3.16 3.16 −0.05 

择业适应 3.27 0.77 3.46 3.46 −2.09* 

情绪适应 3.33 0.62 3.44 3.44 −1.48 

自我适应 3.46 0.79 3.35 3.35 1.20 

满意度 2.70 0.91 2.90 2.90 −1.93 

适应性总平均分 3.20 0.56 3.27 3.2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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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ifferences analysis in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N = 288) 
表 5. 大学新生适应性的文理科差异分析(N = 288) 

维度 
文科(n = 109) 理科(n = 179)  

M SD M SD t 

人际关系适应 3.32 0.66 3.28 0.63 0.52 

学习适应 3.13 0.74 3.07 0.75 0.53 

校园适应 3.18 0.81 3.14 0.82 0.42 

择业适应 3.54 0.68 3.30 0.77 2.64** 

情绪适应 3.42 0.64 3.38 0.59 0.56 

自我适应 3.40 0.81 3.38 0.73 0.28 

满意度 2.86 0.80 2.80 0.89 0.53 

适应性总平均分 3.29 0.54 3.21 0.54 1.08 
 
Table 6. Differences analysis in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birthplaces (N = 288) 
表 6. 在大学新生适应性的生源地差异分析(N = 288) 

维度 
农村(n = 217) 城镇(n = 71)  

M SD M SD t 

人际关系适应 3.24 0.62 3.46 0.68 −2.57** 

学习适应 3.12 0.75 3.01 0.73 1.07 

校园适应 3.08 0.81 3.41 0.80 −3.02** 

择业适应 3.33 0.74 3.57 0.73 −2.44* 

情绪适应 3.36 0.63 3.50 0.53 −1.60 

自我适应 3.35 0.77 3.48 0.73 −1.25 

满意度 2.75 0.86 3.05 0.78 −2.63** 

适应性总平均分 3.20 0.53 3.36 0.55 −2.20* 
 
Table 7. Differences analysis in adap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nly child or not (N = 288) 
表 7. 是否独生的大学新生适应性的差异分析(N = 288) 

维度 
独生 n = (47) 非独生(n = 241)  

M SD M SD t 

人际关系适应 3.57 0.59 3.24 0.64 3.28** 

学习适应 3.14 0.76 3.08 0.75 0.48 

校园适应 3.58 0.76 3.08 0.81 3.92** 

择业适应 3.69 0.72 3.33 0.73 3.08** 

情绪适应 3.57 0.52 3.36 0.62 2.10* 

自我适应 3.55 0.72 3.35 0.76 1.63 

满意度 3.23 0.85 2.75 0.83 3.64** 

适应性总平均分 3.48 0.54 3.20 0.53 3.35** 
 

维度和总平均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独生子女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说明独生子女的适应能力

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学习适应维度和自我适应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7。 

3.3. 大学新生适应性与多元幽默感的相关分析 

通过表 8 我们发现，除了笑的倾向这一维度与适应性的学习维度、择业适应维度不存在显著性的相 



杨雪 等 
 

 
50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nse of humor and adaptability 
表 8. 大学新生适应性与幽默感的相关分析 

 社交幽默 幽默态度 幽默应对方式 幽默理解 笑的倾向 幽默感总均分 

人际关系适应 0.54** 0.23** 0.37** 0.55** 0.29** 0.55** 

学习适应 0.27** 0.13* 0.36** 0.28** 0.11 0.32** 

校园适应 0.35** 0.21** 0.31** 0.35** 0.21** 0.39** 

择业适应 0.34** 0.16** 0.30** 0.34** 0.06 0.35** 

情绪适应 0.32** 0.26** 0.44** 0.35** 0.25** 0.45** 

自我适应 0.32** 0.23** 0.44** 0.33** 0.12* 0.42** 

满意度 0.19** 0.29** 0.27** 0.18** 0.26** 0.31** 

适应性总均分 0.46** 0.28** 0.48** 0.46** 0.24** 0.54** 

 

关外(p > 0.05)，多元幽默感及各维度均与适应呈正相关(p < 0.05)。这说明在多元幽默感各维度上得分越

高，被试的适应性也就越好。这就是说被试如果将以幽默的态度面对生活，将幽默很好的运用在日常生

活中可能会促进其适应性的发展。 

3.4. 大学生多元幽默感对适应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学新生幽默感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探究幽默感对适应性是否具有预测意义，这

里分别以幽默感的五个维度为自变量，以适应性平均分以及七个分量表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由表 9 可知，结果表明，幽默应对方式、幽默理解和社交幽默维度依次进入对适应度平均分的回归

方程，均对适应性有正向预测作用。能预测总变异的 35%。 
幽默理解、社交幽默、幽默应对方式维度依次进入对人际适应的多元回归方程，对人际适应有正向

预测作用，能预测总变异的 40%。 
幽默应对方式和幽默理解维度依次进入对情绪适应的多元回归方程，对情绪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

能预测总变异的 24%。幽默应对方式和幽默理解维度依次进入对自我适应的多元回归方程，对自我适应

有正向预测作用，能预测总变异 23%。 

4. 讨论 

4.1. 大学新生幽默感的特点分析 

在笑的倾向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女生对幽默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

Thorson 和 Powell (1996)认为女生比男生较常使用应对式的幽默，女生会更容易得表达出自己的情感。Ziv 
(1981)的研究也指出，女生在幽默理解方面普遍高于男生，而男性在使用幽默和创造幽默上普遍高于女生，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的期望不同。 
大学新生在幽默理解维度上城镇显著高于农村，表明城镇大学新生对掌握笑点的能力高于农村学生。

由于幽默感本身同开放、热情、愉快等联系在一起，城市较为开放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乐观的

情绪、也更容易理解幽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熊小青，2013)。但是在幽默总分上，差异并不显

著。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电视和网络等的普及让生活在农村的学生更多的了解外界有趣的事情，同时

也逐渐使用幽默进行社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农村的大学新生和城镇的大学新生在幽默感总

分上没有太大区别。 
在社交幽默维度、幽默理解维度和平均分上独生子女的得分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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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The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mean and subscale of adaptability to sense of humor 
表 9. 多元幽默感对适应性平均分及分量表的回归预测模型 

因变量 多元相关系数 R 确定系数 R2 调整 R2 估计标准误 F 值 

人际关系适应 0.63 0.40 0.40 0.50 5.12** 

学习适应 0.40 0.16 0.15 0.69 11.232** 

校园适应 0.43 0.18 0.17 0.74 4.812** 

择业适应 0.44 0.20 0.18 0.67 6.854** 

情绪适应 0.50 0.25 0.24 0.53 21.205*** 

自我适应 0.48 0.23 0.23 0.67 14.886*** 

满意度 0.34 0.12 0.11 0.81 10.039** 

适应度平均分 0.60 0.36 0.35 0.43 6.544** 

因变量 自变量 B 标准误差 Β T P 容差 

人际关系适应 

幽默应对方式 0.30 0.04 0.37 6.88 0.00 0.75 

幽默理解 0.25 0.05 0.30 5.07 0.00 0.62 

社交幽默 0.11 0.05 0.12 2.26 0.02 0.76 

学习适应 
幽默应对方式 0.31 0.06 0.30 5.29 0.00 0.92 

幽默理解 0.19 0.06 0.19 3.35 0.00 0.92 

校园适应 

幽默理解 0.24 0.07 0.22 3.55 0.00 0.75 

幽默应对方式 0.20 0.07 0.17 2.82 0.01 0.76 

社交幽默 0.16 0.07 0.15 2.19 0.03 0.62 

择业适应 

社交幽默 0.21 0.07 0.21 2.97 0.00 0.57 

幽默理解 0.21 0.06 0.22 3.58 0.00 0.75 

幽默应对方式 0.21 0.07 0.20 3.14 0.00 0.71 

笑的倾向 −0.13 0.05 −0.16 −2.62 0.01 0.75 

情绪适应 
幽默应对方式 0.31 0.05 0.36 6.76 0.00 0.92 

幽默理解 0.20 0.04 0.25 4.61 0.00 0.92 

自我适应 
幽默应对方式 0.20 0.06 0.38 6.92 0.00 0.92 

幽默理解 0.21 0.05 0.21 3.86 0.00 0.92 

满意度 
幽默态度 0.28 0.07 0.23 3.96 0.00 0.90 

笑的倾向 0.18 0.06 0.19 3.17 0.00 0.90 

适应度平均分 

幽默应对方式 0.24 0.04 0.32 5.85 0.00 0.76 

幽默理解 0.21 0.04 0.30 5.36 0.00 0.75 

社交幽默 0.11 0.04 0.15 2.56 0.01 0.62 

 

生活在城镇里，有更多的机会掌握社交技能，与不同的人交流的机会也会很多，自我表达的机会相对较

多。Ziv (1981)的研究指出，幽默感是可以在教育环境中被培养的，多鼓励女性表达以减少刻板印象。 

4.2. 大学新生适应性的特点分析 

在择业适应维度上、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等和平均分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这表明女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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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积极的方式去适应新环境，女生在社交、校园生活、情绪和满意度上表现出得更为正面。这与孙菁

(2013)的研究一致。大多数女生遇到问题时，会寻求帮助或倾诉，从而更好的调整自己。而男生在遇到不

适的问题时，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向他人倾诉，而是自己去面对。所以就本研究而言，女生的

适应性好于男生。 
在择业适应得分上文科明显高于理科。这可能是由于高中时候专业性质所决定的，文科的学习相对

于理科来说要容易得多，且时间花费上理科的学习时间明显多于文科的学习时间。所以文科学生会有更

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择业上文科的选择面相对有弹性一些。但黄岩弟(2008)的研究表明

大学新生的学习适应性理科要高于文科，这可能是由于地区对文理科要求不同所致的，贵州省的大学新

生基本都是本地生源，就本省而言，文科的学习确实要比理科简单，文科学生有更多时间发展业余爱好

的同时培养自己的就业技能。 
在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等维度和平均分上城镇大学新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新生，表明

城镇的大学新生的适应能力高于农村学生。这可能因为农村的学生由于以前生活的地方和交际相对比较

封闭，对了解的职业也很少，而城镇的大学新生则完全不同。这与范红霞(2010)的研究相一致。 
在人际关系适应维度、校园适应维度等维度和平均分上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

大学新生，说明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适应能力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这与王华荣(2006)的研究相一

致。现在由于父母越来越有意识的培养独生子女的社交能力。他们已经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父母

也越来越有意识的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如让他们更多的参加兴趣辅导班，扩大交往范围等，而大多数

非独生子女往往由于经济问题等原因，缺乏类似的学习机会。所以就本研究而言，独生子女的适应能力

高于非独生子女。 

4.3. 大学新生幽默感和适应性的关系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发现，多元幽默感及各维度均与适应呈正相关。这说明在多元幽默感各维度上得

分越高，被试的适应性也就越好。这与王静(2011)的研究是一致的。Kuiper 等(1995)认为幽默感具有积极

的作用机制，在面临压力时可使个体免于将注意力放在消极的想法上，来降低压力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也就是说，被试如果以幽默的态度面对生活，将幽默很好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促进其适应性的

发展。 
幽默应对方式、幽默理解和社交幽默维度依次进入对适应的回归方程，均对适应性有正向预测作用，

能预测总变异的 35.3%。Forabosco (1992)的研究表明对幽默的快速理解能力能使个体感知到生活中的失

谐或不恰当之处，可以促进个体在人际、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良好适应。Alan Carr (2008)的研究也表明，

幽默感有助于人际间的互动，对交往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具有调剂作用，而幽默是具备社交本领的儿童的

重要特征。 
总的来说，幽默感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能够解决许多人际冲突和尴尬，巧妙的运用幽默能够

为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能够放松自己，所以有意识的培养大学生的幽默感将有助于他们对新环境的适

应。 

5. 结论 

(1) 在笑的倾向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择业适应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2) 在幽默理解维度上城镇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满

意度维度和平均分上，城镇的大学新生显著高于农村的大学新生。 
(3) 在社交幽默维度、幽默理解维度和平均分上，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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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人际关系适应维度、校园适应维度、择业适应维度、情绪适应维度、满意度维度和平均分上，独

生子女的大学新生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 
(4) 在择业适应得分上文科大学新生明显高于理科大学新生。 
(5) 幽默感和适应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幽默感对适应性有正向的预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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