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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方法：对贵州省的2150名青少年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

(r = 0.18~0.42, p < 0.001)；2)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B = 0.42, p < 0.001)和主观幸福感(B = 
0.09, p < 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B = 0.24, p < 0.001)的正向预测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3) 心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非留守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值的66.67%和60.00%。

结论：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和提升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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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150 adolescent students 
in Guizhou Province. Results: 1)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
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 = 0.18~0.42, p < 0.001);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on resilience (B = 0.42, p < 
0.001)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 = 0.09, p < 0.001), resilience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 = 0.24, p < 0.001); 3) resilience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accounted for 66.67% and 60.00%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level of adolescents can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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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正处于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亲子分离、学业压力、环境适应等压力性事件都会影响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研究发现，大约有 25.1%的个体在青少年时期有可能经历过自然灾害、交通事故、严重

疾病、亲人离世等创伤性事件[1]，这些创伤性事件会使青少年陷入各种危机，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担

忧、自伤、自杀等心理及行为问题，进而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

的主观性评价，主要用来衡量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2]，对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学业成就、社会适应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3]。生物–社会–认知理论模型指出，个体内部因素和

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4]，因此，我们推测，青少年的内部因素(如心理韧性)和外部

因素(如社会支持)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5]。 
社会支持作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保护性资源，对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有增

益作用[6]，当个体遭遇挫折或压力情境时，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7]。研

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以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8]，并且来

自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行为，对提高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作用更明显[9]。心理韧性是一种涉及个

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积极心理特质，当个体遭遇挫折或压力情境时，能较好地调整自身状态并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或挫折[10]。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能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

挑战，从而为成功、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奠定基础[11]。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相关关系，以及

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12]，这说明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从而

保护个体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发现，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13]，
说明良好的心理韧性水平能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或挫折，以维持个体较高的主观幸福

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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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可以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教育工作者采取有

效措施提高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增强心理韧性和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研究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以贵州省的毕节、遵义、铜仁等地的 2200 名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匿名

问卷调查，最后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2150 份，有效率 97.7%。其中，初中生为 828 名，高中生为 805 名，

中职生为 517 名；男生为 1042 名，女生为 1108 名；留守青少年为 1094 名，非留守青少年为 1056 名，

学生的年龄范围为 12~23 岁，平均年龄为 16.45 ± 1.85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 Zimet 等人编制[14]，共 12 个条目，包括家庭、朋友和其它支持 3 个分量表。量表采用 1~7

级计分方式，“1”表示“极不同意”，“7”表示“极同意”。总量表的最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

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2.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由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15]，共 27 个条目，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

和人际协助 5 个分量表，量表采用 1~5 级计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总量表的最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0。 

2.2.3. 幸福感指数量表 
该量表由 Campell 等人编制[14]，共 9 个条目，量表采用 1~7 级评分方式。总量表的最终得分越高，

表示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越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 

2.3. 统计分析 

使用 Epidata 软件包对所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录入，使用 WPS 软件包中的 Excel 对数据进行整理，

使用 SPSS 22.0 软件包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回归、中介效应等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参照周浩和龙立荣的研究[16]，并对数据进行偏差检验，结果发现：KMO = 0.88，Bartlett 球形检验

值 = 25,908.44，df = 1128，p < 0.001，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数有 11 个，第一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14.37%，小于临界值 40%，说明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效应[17]。 

3.2. 各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在控制了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年龄和学段 3 个额外变量的情况下，对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

韧性和主观幸福感 3 个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r = 0.42，p < 0.001)、
主观幸福感(r = 0.18，p < 0.001)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

学意义(r = 0.27，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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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项目 M ± SD 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4.83 ± 0.93 1   

心理韧性 3.26 ± 0.47 0.42*** 1  

主观幸福感 8.81 ± 2.40 0.18*** 0.27***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下同。 

3.3. 各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年龄和学段 3 个额外变量的情况下，对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

韧性和主观幸福感 3 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B = 0.42，p < 0.001)
和主观幸福感(B = 0.09，p < 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B = 0.24，p < 
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标准化系数(Bate) t 

心理韧性 社会支持 0.18 0.18 115.11 0.42 21.26***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0.08 0.08 38.39 
0.09 8.68*** 

心理韧性 0.24 13.18*** 

3.4. 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了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年龄和学段 3 个额外变量的情况下，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心理韧性

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构建青少年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使用 SPSS 22.0 软件

包中的宏程序 Process，并运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以及对心理韧性的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心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 66.67%；心理韧性在非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 60.00%。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心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社会支持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有不同的作用。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中介效 
应占比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1c′ )：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0.01 0.01  −0.0003 0.03 

直接效应( 2c′ )：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0.02 0.01  0.01 0.04 

中介效应(a1b1)：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主观幸福感 0.02 0.003 66.67% 0.01 0.02 

中介效应(a2b2)：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主观幸福感 0.03 0.003 60.00% 0.02 0.03 

总效应(c1)：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0.03 0.01  0.02 0.04 

总效应(c2)：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0.05 0.01  0.03 0.06 

a1、b1、c1、 1c′ 为留守青少年的效应值，a2、b2、c2、 2c′ 为非留守青少年的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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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社会支持和

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8]，说明青少年的

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增益作用，即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可以有效提高青少

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心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

中介作用，在非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作为个体内部因素的心

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有不同程度的作用。社会支持对

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说明提高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水平并不一定能够直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但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增强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

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另外，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非留守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也可以

通过心理韧性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这说明社会支持性资源对增强非留守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和提高

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均有重要作用。当遭遇挫折或压力情境时，青少年获得的社会支持性资源越多、水平

越高，他们可依赖的社会关系也就越稳固，并且对社会支持性资源的理解及使用程度越高，就会体验到

更多的积极情绪[8] [19]，从而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20]。但对于留守青少年而言，社会支持性资源越

多，并不一定会直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原因可能是留守青少年在留守生活中长时间处于亲子疏离、

依恋关系受损、缺乏父母的关心和照顾等压力性事件之中，致使内心受到严重伤害，而社会支持性资源

的增多并不能完全满足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弥补因缺乏父母的关心关爱等而造成的伤害。 
社会支持作为青少年心理韧性的一种积极保护性因素[21]，当青少年遭遇挫折或压力事件并陷入困境

时，较多的社会支持性资源能够使青少年在面对挫折或压力事件时获得较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以帮助

他们重新树立面对困难或挫折的信心与勇气，并对未来充满乐观和期望，其心理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就

越强[22]。而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其自我效能感水较高、心理反弹能力较强，在应对压力、挫折、

创伤等负性生活事件时，较强的心理韧性水平能够对其身心健康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23]，从而较好地维

持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24]。研究也发现，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对其主观幸福感的

效应值均较小，这说明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内部因素。

因此，家庭、学校及社会各界应积极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当青少年遭遇挫折或压力事件并陷入

困境时，应及时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支持、关心和爱护，帮助他们积极应对挫折或压力性事件，以增强青

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和韧性水平，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 

5. 结论 

心理韧性在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非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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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提高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水平，能增强其心理韧

性和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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