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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the self-esteem as the mediation role. The researcher gives out 329 cop-
ies of questionnaire to students from an University to gather the data of gratitude,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of grateful self-assessment scal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An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elf-esteem,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all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each other; 2) self-esteem acts 
as the role of partial medi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fore, we draw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ra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 theirs subjective well-being via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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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在自尊的中介作用下，大学生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对某高校的学生随机发放329份有效

问卷，使用感恩自评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

结果发现：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 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

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说明，大学生感恩通过自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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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感恩与主观幸福感 

Diener (1984)首次提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可以被界定为

人类依据自己的内在标准对自己的生活品质进行全面估量所获得的主观感受。主观幸福感有两个基础内

容：其中一部分内容被叫做认知成分，也被称之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人们对自己生活品质

产生的认识与评判；另一部分叫做情感部分，其中包含积极情感体验(positive affect)和消极情感体验

(negative affect)两种类别，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在的主观体验。其中认知部分在权衡个体主观

幸福感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是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预测指标(罗竖元，2014)。 
感恩(gratitude)，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恩图报”，也被叫做感激、感谢、感戴。McCullough，Tsang

和 Emmons (2004)认为感恩是一种心态，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微弱、平静和持久的精神状态。感

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截止到目前，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表明

感恩与主观幸福感联系紧密，且感恩可以有力的预测主观幸福感(邱会霞，2017；孙玮玮，2014；马丽，

2011；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Zhang, Zhang, Yang, & Li, 2017)。
邱会霞(2017)的研究对 497 名被试的感恩和幸福感进行了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恩与心理幸福感

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感恩可以显著预测幸福感，这表明感恩有助于个体更好的发挥自身

潜能，促进自我实现。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可以从拓展建构理论进行解释：感恩可以增强个体

认知，也可以拓展个体的社会资源，因此感恩倾向比较高的人，能与他人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在

交往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便会因此提升(林婵，2014)。具有感恩倾向的人会认为世界

是公正的，因此也会采用更加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幸福感提升(Jiang, Chen, & Wang, 2017)。
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幸福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所以从

日常感恩入手，认真研究探讨感恩如何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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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 

自尊(self-esteem)，根据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自我尊重，也作尊重自己，也是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说的自己的尊严。而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对它有着不同的界定：它是指人类在外界生存(尤
其是社会环境)时，对他人评价与自身评价相对比而产生的心理与行为习惯的主观体验(董志明，2006)。自

尊是人格自我调节结构的一种心理成分。自尊是个人对自己正面、积极、肯定的评价。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自尊与主观幸福感联系密切(毕重增，张萍，&朱晓菲，2012；马欣然，任孝鹏，董夏薇，&朱廷劭，2017；
黄海等人，2018；李明湜，2018；Wang, Wang, Gaskin, & Hawk, 2017; Barnum & Perrone-Mcgovern, 2017)，
如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认为被试的集体自尊和个体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

程翠萍和黄希庭(2016)认为高校学生的勇气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种预测作用的产生很大程

度上是通过个体对自我价值的主观评价(即自尊)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自尊和主观

幸福感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关系是因为自尊是个体自我保护的缓冲区，当遭受消极事件时，个体会自发地采

取一定策略以应对当前情况，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也会努力调整以保持最佳的状态，使个体时刻处于

良好状态中，从而削减了消极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维护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毕重增，张萍，&朱

晓菲，2012；马欣然，任孝鹏，董夏薇，&朱廷劭，2017；Baumeister, Campbell, Krueger, & Vohs, 2010)。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3. 自尊的中介效应 

道德情感理论(moral affect theory)认为感恩具有道德功能，它既可以作为接受他人帮助的反应行为，

也可以作为帮助他人的强化物(Mccullough, Kilpatrick, Emmons, & Larson, 2001)。个体对感恩的表达强化

了其道德水平，表现出更多助人行为，从而提升了个体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马佳宝，2017；Froh, Emmons, 
Card, Bono, & Wilson, 2011)。此外，感恩会促使个体对内在目标的追求、对高级需要的满足，这些目标

和需要的满足会使个体产生一种价值感，从而使自尊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这些研究为感恩可以影响自

尊提供了依据。而在上一节，笔者论述了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综上可以推测，自尊在感恩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现有一部分研究表明自尊确实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如舒亚丽等人(舒亚丽&沐

守宽，2014b)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作为被试的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感恩、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苗静宇、陈启山和高姜明(2013)以初中生作为被试的科学研究表明自尊能够有力的

预测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刘松，陈立夫和游旭群(2017)对感恩与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时发现：自尊在感

恩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这也暗示着自尊

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中介作用。Lin (2015)探讨了感恩、自尊、主观幸福感与抑郁的关系，

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得出了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感恩程度越高，自尊

水平越强，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便越多。这些研究都说明了自尊很有可能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

中介作用，这为本文探讨感恩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方向。综上，本研究试图研究感恩与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假设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某高校随机选取 329 名学生进行测试，共收回问卷 329 份。剔除漏答、大片空白和雷同答案的问

卷，剩余有效问卷 315 份，有效率为 95.74%。其中男性 136 人、女性 179 人；大一 67 人(男 25 人，女

42 人)、大二 64 人(男 25 人，女 39 人)、大三 95 人(男 61 人，女 34 人)、大四 83 人(男 23 人，女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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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 6 人(男 2 人，女 4 人)。 

2.2. 研究材料 

2.2.1. 感恩自评量表 
感恩的测量使用了史文(2008)等人编制的感恩量表。修订过后的量表有感恩深度、感恩广度以及感恩

密度三个分量表，感恩广度是指一个人在生活方面的感恩多少，包括 4、7、10、11、12、13 题；感恩密

度是指某事完成后，个人想对多少人表示感谢，包括 1、5、8、9 题；感恩深度是指一个人与他人交往时，

对诱发感恩事情的体验强度，包括 2、3、6 题(马云献&扈岩，2004)。在本次研究中，总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1，信度较好。测验共 13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的方式，其中 5、8、9 题需要反向计分。 

2.2.2. 自尊量表  
对于自尊的测量，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修订版(SES)，该量表总共有 10 道题，进行 1

—4 级评分，其中 3、5、8、9、10 题反向计分。据陈菲菲，毕重增和韩梦霏(2015)的研究，该量表的信

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7。 

2.2.3. 主观幸福感量表  
华南师范大学郑雪教授结合中国大学生基本情况，依据《国际大学调查》修订了主观幸福感量表(孙

配贞，郑雪，&余祖伟，2009)，它具有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其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是 0.77、0.84 和 0.86，该量表已被证实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非常好的信效度(Diener, Gohm, Suh, & 
Oishi, 2000)。 

2.3. 研究过程 

在征得被试同意后，给被试发放问卷。在作答之前向被试强调测验不记名、测试结果保密、答案无

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根据真实情况作答。被试完成问卷所有题目大约需要 10 分钟。收集所得所有数据录

入 SPSS 22.0 进行如下分析：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相关分析；2) 自尊对感恩与主观幸福感

的中介效应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感恩、幸福感和自尊的相关分析 

对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得

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也在表 1 中呈现。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大学生的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存在相关。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存在

显著正相关(r = 0.41, p = 0.000)；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r = 0.46, p = 0.000)；感恩和自尊存

在正相关 (r = 0.34, p = 0.000)。此外，上述研究结果也预示着自尊可能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

中介作用，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检验。 

3.2. 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感恩、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之间呈现了显著相关，满足了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根据温忠麟等人(温
忠麟，张雷，侯杰秦，&刘红云，2004)提出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对自尊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

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第一步中，主观幸福感对感恩的回归系数 c (β = 0.41, p = 0.000)显著；第二步中，自尊

对感恩的回归系数 a (β = 0.34, p = 0.000)显著；第三步中，主观幸福感对自尊和感恩的回归系数 b (β =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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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elf-esteem,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1. 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M SD 自尊 感恩 

自尊 28.64 3.60   

感恩 51.54 6.04 0.34***  

主观幸福感 106.66 18.86 0.46*** 0.4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表 2. 自尊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因变量 β t R2 F 

第一步 感恩 主观幸福感 0.41 7.94*** 0.17 62.97*** 

第二步 感恩 自尊 0.34 6.37*** 0.11 40.51*** 

第三步 自尊 主观幸福感 0.37 7.23*** 0.28 62.80*** 

 
p = 0.000)和 c' (β = 0.29, p = 0.000)显著。因此，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大学生的自尊可以预测其感恩

和主观幸福感得分，这验证了假设：自尊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其标准回归方程：

主观幸福感 = 0.37 × 自尊 + 0.29 × 感恩。从 R2 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增加了，最终自尊和感恩解释了 28%的变异。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 0.307。
自尊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 所示。 

4. 讨论 

4.1. 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4.1.1. 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感恩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在进一步回归分

析上，感恩和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McCullough，Tsang 和 Emmons (2004)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

发现感恩程度高的个体，对生活更加满足，会对生活产生更积极的态度，从而产生更积极向上的情绪，

拥有更少的消极情绪，这与 Fredrickson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和建设理论的内容基本一致。该理论

认为：人们需要拥有体验积极情绪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帮助人类繁荣的重要力量。在人们的生活中，

有一些积极情绪的经历，也有那些受消极情绪困扰的时刻，而人类的幸福感是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总体平

衡导致的，感恩便能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不断的调整与消极情绪的关系，促使人们变得生活美满。从精

神病理学的角度来讲，感恩和个体抑郁症状表现(Wood, Maltby, Gillett, Linley & Joseph, 2008)和抑郁特质

(Wood, Joseph, & Maltby, 2008, 2009)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综上所述，感恩可以有效预测幸福感。 

4.1.2. 感恩和自尊的相关关系 
在对感恩和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后，得出结论：感恩和自尊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董志明(2006)

的观点，自尊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吸取外界对自身评价，从而形成自我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的主

观体验。因此，对于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个体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了感激之情，会采取一系列

亲社会行为来报答周围的人，所以周围的人会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因而个体获得了较高的自我评价，

即获得高水平自尊。阿德勒的观点认为，个体不断克服自卑，从而产生更高的价值感。其中，自卑可以

看做是低自尊的表现，而为了提升自尊，有一种方法便是采取一系列亲社会行为。感恩便是一种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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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图 1. 自尊的中介效应示意图 

 
行为(董志明，2006)。综上所述，并在进一步回归分析后，得出感恩可以正向预测自尊的结论。 

4.1.3. 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自尊

可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有力的预测，这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张雯&郑日昌，2004；陈

丽娜&张建新，2004；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然而，还是

存在一些与本文结果相反结果的研究，某学者的探究结果表明，在单独个体的水平上，自尊和幸福感呈

现显著相关关系，但是从整体水平上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王淑燕，2006)，这可能与研

究所选择的被试有关。本文及其他结果相近学者选用的被试是中国学生，集体主义观点较强，因而结果

显著；而国外的研究选取被试是具有个人主义的外国被试，因而，在个体上结果显著，整体上结果不显

著。对于自尊和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在本质上是否显著相关，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4.1.4. 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发现：自尊、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任意两个变量之间都出现

了显著的相关，而在随后进行的回归分析中，统计结果发现自尊和感恩可以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后续

的回归分析表明：自尊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舒亚丽&沐守宽，2014a，2014b；苗静宇，陈启山，&高姜明，2013)。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个体

自尊程度越高，感恩水平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通过 Fredrickson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扩展

和建设理论，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高水平感恩者对周围人和事物的感恩程度高，在现有资源基础

上，建构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个体对自己产生较积极的评价，因而自尊水平提高，进而去影响主观

幸福感，使大学生对生活满意度提升，正性情绪增加，负性情绪减少，因此提升了幸福感。因此，作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多培养积极向上的情绪，多对我们身边的人和事表达出感激之情，提升自己的

自尊和感恩水平，让我们变得更快乐、幸福。 

4.2.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对于其他年龄段的被试没有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小学生

和社会人士乃至老年人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此外，由于国内对于感恩的研究较少，感恩问卷的选择也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选择跨文化信效度较好的感恩量表使用。最后，对于自尊的测

量使用了问卷的形式，而被试很有可能由于社会赞许效应或是其他原因，使自尊的测量产生很大的误差，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内隐自尊的中介效应。 

主观幸福感感恩

自尊

0.29

0.34 0.37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5087


敦晓雯 等 
 

 

DOI: 10.12677/ap.2018.85087 740 心理学进展 
 

5. 结论 

大学生的感恩、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大学生的自尊在其感恩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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