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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perceived social sup-
port,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 in life. Methods: Totally 247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And they are respectively surveyed with Multiple Group Memberships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Sense of Belonging Questionnaire an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Result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not only have a directly positive prediction to the individuals’ meaning in 
life, but also can predict the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the multiple mediation of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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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及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随机选取247
名大学生，分别使用多群体成员量表、领悟到的社会支持量表、归属感量表及生命意义感量表进行测量

研究。结果：大学生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以及生命意义感两两显著正相关；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多重社会认同不但能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还能通过领悟到的社会

支持和归属感的链式中介间接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结论：大学生的多重社会认同意义重大，对生命

意义感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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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是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

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 (1972)研究表明，如果团体能为作为团队成员的个体提供意义、目的和

归属感，那么参与这样的团体会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健康水平，产生积极的心理结果，使他们的生活充

满意义。多重社会认同指个体对于自己所在的多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感。且前人研究表明，更多的对于有

意义群体的认同能够预测较低水平的抑郁(Haslam, Jetten et al., 2009)，多重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认同通

过赋予行为意义、目的、方向和指导(Cruwys et al., 2014)，而防止焦虑、抑郁和无序行为(Thoits, 1983)。
一般认为，生命意义感是自己的生命有某种目标、意义和价值的感觉。意义治疗创始人弗兰克尔最早提

出了生命意义感，认为人类动机的实质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人们的生活需要目标和意义，这个意义对每

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Ryff & Singer, 1998)。对于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询问

“什么令你的生命有意义？”，另一种是请被试列举生命意义的可能来源，并让被试评价每个来源对自

己的重要性。但无论是哪种方法，关系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来源(Emmons, 2003)。 
良好的社会支持为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影响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

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以及较

好的适应状况(Shannon et al., 2009)。相反，若个体遭到社会排斥，或者体验持续的孤独感会降低其生命

意义感(Stillman et al., 2009)。 
归属感是预测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另一重要变量。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特质性的，或者情境性地提高

个体的归属感，都可以增加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Haslam et al. (2009)。认为，归属感可以伴随意义感帮助个

体创造一种共享的社会身份，从而允许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集体目标以实现人生意义；而当自己的归属

需求得到满足时，更加觉得生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Haslam, Jetten et al., 2009)。同时，社会支持又是形

成归属感的基础(Lambert et al., 2013)。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多重社会认同到生命意义感之间可能存在

社会支持、归属感的多重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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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重点考察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两个假

设，假设一：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且对生命意义感有一定预测作用；假设二：以多

重社会认同为自变量，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为中介变量，建立多重中介模

型，多重社会认同可通过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影响生命意义感。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被试来自河南某高校大学生，剔除作答不完整的数据后，得到有效问卷 247 份。其中男生 98 人，女

生 149 人，平均年龄 21.00 岁，标准差 2.51。 

2.2. 研究工具 

2.2.1. 生命意义感量表(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测量被试的生命意义感水平。Steger et al. (2006)编制，刘思斯等(2010)将其修订为中文版。该量表由

9 个条目组成，含两个分量表：生命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本研究仅选取生命意义感分量表进行测量，

共 5 个条目，α系数为 0.71。每个条目 7 点评分，从 1 分 7 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测量被试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来源及水平。由姜乾金根据 Blumenthal 等人介绍的 Zimet 的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修订。该量表共 12 个题目，包括三个分量表：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每个分量表包括

4 个项目。三个分量表的 α系数分别为 0.87、0.88、0.79。每个条目 7 点评分，从 1 分 7 分，分量表代表

个体领悟到的该领域社会支持的水平，总分代表个体领悟到的总的社会支持水平，分值越高相应的感受

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χ2 值为 145.33，χ2/df 值为 2.85，CFI、GFI、RMSEA 分

别为 0.949、0.910、0.087，结构效度良好。 

2.2.3. 归属感量表(Sense of Belonging Questionnaire) 
测量被试的归属感水平。Lambert 等(2013)编制归属感量表，共 5 个条目，如“在某个集体中，我能

感觉到归属感”。该量表采用 7 点计分，从 1 分到 7 分，数字越大表示被试越认同该条目的描述；将反

向计分项目反转后，总分越高，表明归属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2.2.4. 多群体成员评定量表(Multiple Group Memberships Scale) 
测量被试的多重社会认同水平。参考 Cruwys T., Haslam S.A.等人的研究选用 the Exeter Identity 

Transition Scale 的一部分，共 4 个条目，如“我和许多不同的群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深度参与

许多不同群体的活动”。每个条目 7 点评分，从 1 分 7 分。分值越高，被试的多群体认同水平越高。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在课堂上统一发放问卷集体施测，施测前宣读指导语，表明施测目的、自愿原则、匿名原则，说明

答题方式，最后当场收回。采用 SPSS 21.0 和 AMOS 24.0 进行统计分析，分为初步统计分析、研究模型

检验两部分。 

3. 结果 

3.1. 初步统计分析 

对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生命意义感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1。结果表明：(1)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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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nse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 
in life  
表 1. 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r 值) 

变量 M ± SD 多重社会认同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朋友支持 家庭支持 其他支持 归属感 

多重社会认同 2.76 ± 3.3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3.83 ± 9.50 0.27**      

朋友支持 3.93 ± 3.45 0.20** 0.92**     

家庭支持 3.80 ± 3.77 0.25** 0.88** 0.70**    

其他支持 3.76 ± 3.38 0.28** 0.89** 0.77** 0.65**   

归属感 3.80 ± 2.52 0.19** 0.31** 0.30** 0.20** 0.34**  

生命意义感 2.69 ± 3.87 0.28** 0.37** 0.30** 0.35** 0.34** 0.15* 

注：N = 247，**p < 0.01，*p < 0.05。 
 

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生命意义感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2)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下

属各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下属各维度与多重社会认同、归属感、生命意义感之间

显著正相关。此相关分析结果为之后的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依据。 

3.2. 结构模型检验 

3.2.1. 多重中介模型的构建 
为建构结构方程，采用偏态和峰度指标对数据进行多元正态检验，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偏态系数和峰

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58，说明各变量均服从多元正态分布；共线性检验显示：多群体认同、领悟到

的社会支持及归属感的容差值分别为 0.91、0.86、0.89，大于 0.10；方差膨胀因子 VIF 分别为 1.10、1.17、
1.12，小于 10，因此共线性问题不显著。 

采用结构方程的检验方法对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 M0 加以检验。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归属感及生命意义感均为潜变量，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对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按照量表的维

度归属模式将各分量表分数作为该变量的外显指标；其它潜变量均只有一个因子，且项目数较少，因此

将各项目分数直接作为该变量的观测值，建立中介模型，见图 1。 
模型 M0 与实际数据拟合良好，但多重社会认同至归属感及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至生命意义感这两条路

径的 C.R.值均小于 1.96，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在删除多重社会认同到归属感以及领悟到的社会支

持至生命意义感两条路径后 ，模型 M1 拟合仍较为良好，且各路径系数均显著。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2，
具体路径系数见图 1。 

3.2.2.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使用 Bootstrap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Shrout & Bolger, 2002)。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

原始数据(N = 247)中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模型，生成并保存 5000 个中介

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同时计算出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值，并将这些效应值按数值大

小排序，用第 2.5 百分位数和第 97.5 百分位数估计 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表 3 所示，各条路径的

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 0，验证了该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依据温忠麟等的建议，对中介效应量作如下计算：从多重社会认同到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是 0.27；

总间接效应即总中介效应值为三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即 0.87 × 0.31 × 0.20 + 0.87 × 0.08 + 0.10 × 
0.20 = 0.144；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总中介效应值之和，即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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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between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and meaning in life 
图 1.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在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间的多重

中介效应 
 
Table 2. The model fit of the structural models 
表 2. 各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 df CFI IFI TLI RMSEA 

M0 190.55 112 0.97 0.97 0.96 0.042 

M1 190.56 113 0.95 0.95 0.94 0.053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multiple mediating model 
表 3. 多重中介模型的中介效应 

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 平均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 0.87 × 0.08 = 0.070 0.066 0.005 0.155 

多重社会认同-归属感-生命意义感 0.10 × 0.20 = 0.020 0.020 0.000 0.064 

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生命意义感 0.87 × 0.31×.20 = 0.539 0.053 0.009 0.125 

4. 讨论 

4.1. 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及其中介路径 

本研究首先证明了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多重社会认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与归属感、生命意义感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下属各维度与多重社会认同、归属感、

生命意义感之间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一致，多重社会认同水平越高，生命意义感越高。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发现，多重社会认同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归

属感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多重社会认同多重社会(群体)
认同水平高的人，参与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在这些各样的社会团体中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或任务，从

而实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找到生命的意义。 
有研究表明，多重角色可能产生自我满足感，即被不同合作伙伴欣赏或需要的感觉(Sieber, 1974)。

这样一来，多重社会认同会帮助他们结识更多朋友，增强友谊，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这解释

了多重社会认同到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这一路径。 
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张莹瑞，佐斌，2006)。也

就是说对产生认同感的过程中，即把自己属于哪些群体做了分类，人们在这些自己认同的群体很容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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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归属感，感觉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同时，通过这些群体得到的社会支持增多，归属感水平也会随之

提升。这解释了模型中多重社会认同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多重社会认同水平高的人，对多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认同，与之产生联结，可以增强

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会有更多的人为其提供支持。进一步地，感受到自己所在集体对自己的帮助支持

会增进集体内部亲近亲密的感觉，更加认同自己属于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提升个体在其中的归属感。

那么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帮助个体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丰富，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对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模型 M0 中存在的两条不显著的路径，参考前人研究，原因很可能在于，领悟

到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存在较强的相关，使得多群体认同至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的作用，及二者

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被其中一者较多分担；实际两者作用相同，不易区分(刘亚楠，张舒等，2016)。 
本研究提出的多重中介模型的总效应量占 41%，说明还可能有其他中介路径的存在，自尊也许是其

中另一中介变量。有实证研究表明，在儿童、成人、流浪者不同人群中均存在同时参与多个重要团体的

个体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且这种成为多个重要团体的成员对自尊的影响同样得到跨时间的纵向

研究证实(Jetten et al., 2015)。 

4.2. 研究价值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证明多重社会认同可以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发现存在多重社会

认同到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再到归属感进而影响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为如何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提

供一定理论指导，如大学生可以参加不同的社团或兴趣小组，或者承担团体中的一些职务，如班长组长

之类，结识更多朋友，发展出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增强其在群体中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生命意义感

体验。同时，本研究也拓展了多重社会认同的研究领域。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 3 个方面入手：(1)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且样本量

较小，可进一步进行大样本的纵向研究。(2) 关于多重社会认同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可纳入人格因素进

一步考量，如外向或开放的人是否多重社会认同水平更高或者反过来，与生命意义感又有怎样的关系？

(3) 多就是好吗？有研究发现，对于种族多样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多种社会认同使其在应对日常压力

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焦虑(Yip et al., 2008)。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1) 多重社会认同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归属感、生命意义感之间两两正相关；2) 多重

社会认同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可以通过归属感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归属感在感恩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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