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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采用主效应模型、控制–价值模型和拓展–建构理论，讨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进行讨论。方法：使用社会

支持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06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用SPSS 24.0对原始

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起着正向预测作用，并且积极情绪在

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结论：社会支持直接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并且还可以

通过积极情绪对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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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by using the main effect model, control-value model and extension-construction theory, and 
on this basis to discu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
tisfaction. Methods: Social support sca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a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3065 college students. SPSS 24.0 was us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ediating effect test on the original data. Results: Social support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s had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it can also be influenced by posi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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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逐渐从主观幸福感这一方面出发，研究个体的心理健康(陈希，2016)。主观幸

福感是指，个体为自身的生活或生活水准确定了特定标准，并按照不同的评级来对自己的生活给予评判

(吴明霞，2000)。21 世纪初期，积极心理学成为了当代心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积极心理学是重视

个体主观体验的科学，因此，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核心研究，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生活满意度是指根据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制定不同的评价指标，对生活品质和生活状态进行全面的评估

(Shin & Johnson, 1978)。最初，社会学家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生活满意度进行测量，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人

们的生活质量。1980 年前后，国外心理学家才开始进行关于学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国内关于此

的相关研究则推迟到了 1990 年左右。此前国内众多学者更多关注生活满意度受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但是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社会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大学生成为了社会的主力军，而大学生独有的心理特

征、人际关系都在影响着生活满意度。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而生活满意度

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及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对于促进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60 年代，生活压力对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被人们广泛关注，研究者普遍开始把目光放到

社会支持上。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大学生而言，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增加其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李
温平，郭菲，陈祉妍，2019)。萨拉森等人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一个人对外界支持的感知，可以是想象中的

支持也可以是个体应得到的支持(Sarason et al., 1991)。社会支持从性质上来说，不仅包括对支持的主观体

验和客观支持，还包括个体对支持的考量(李传琦，钟耕坤，2005)。研究者们认为从其他个体得来的支持

对帮助自身摆脱困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有着重要的影响(Kessler, Price, & 
Wortman, 1985; 陈雪峰，时勘，2008；肖水源，杨德森，1987)。社会支持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为个体

提供着保护，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极为密切(Celikel Cam & Erkorkmaz, 2008)。如果一个人在生命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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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更多的社会支持，那么他就能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与磨难，从而获得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主效

应模型是理解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主要理论模型之一(黄雷晶，2020)。该模型认为，无论是

否存在来自各方的压力源，社会支持都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发展和个体生存的获得。也就是说，不管个体

是否受到来自外界的或者个体内的压力，社会支持都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学者研究了社会支持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有积极

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考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且探讨其中可能存在的机制。 
20 世纪末，研究者们在治疗抑郁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信心、乐观、信念、期望和支持等众多因素

对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防御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个体心理的积极方面。随后，美国

逐渐流行起积极心理学这一研究领域，积极情绪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积极情绪

(positive affect)是一种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包括愉悦、面部/身体表情、认知评价，特别是行为取向和动机

(Gable & Harmon-Jones, 2010)。有研究显示积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是如何在社会支

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作用的呢？控制–价值模型指出，很多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

(Pekrun, 2006)。社会支持是心理健康的有效保护因子，主要在于社会支持能对维护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

起积极的作用。在同学相互帮助、拥有他人支持等情况下，个体会获得积极的情绪，即社会支持能够促

进积极情绪的产生。而拓展–建构理论为我们研究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Fredrickson, 2001)。该理论有拓展和建构两个重要的板块，拓展理论指的是，积极情绪可以扩展个体的

立体思考和行动范围，包括扩大个人关注、认知和行动的范围；而建构理论指的是，积极情绪能构建个

体持久的资源；建构板块的功能是在拓展板块的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的。积极情绪、思维拓展、资源建构

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个体积极情绪的体验不仅扩展了了个体的注意范围，它还扩展了个体的认知范围，

这一扩展的过程有助于个体资源的建构以及对问题的解决，而个体应对方式的积极性和所拥有资源的丰

富性，又能进一步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因此，上述提到的螺旋上升过程可以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认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获得了提高(高正亮，童辉杰，2010；郭小艳，王振

宏，2007)。因此，根据拓展–建构理论，积极的情绪会增加个人解决问题及构建资源的认知能力，从而

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Cohn, Fredrickson, Brown, Mikels, & Conway, 2009)。因此，本研

究认为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虽然已有对社会支持、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两两关系之间的研究，但是对它们三者之间的

影响机制的研究却比较少。本研究根据主效应模型、控制–价值模型和拓展–建构理论提出假设：积极

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旨在从积极情绪角度来考察大学生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

度中的影响机制，以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2. 方法 

2.1. 被试 

使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天津某大学的 2016 级新生进行数据收集，调查对象是大学新生，问卷累计

发放 3065 份，回收问卷共计 2387 份，回收率 77.9%。删除无效数据 95 份，有效率 96.0%。被试包括男

生 388 人，占总人数的 16.9%，女生 1584 人，占总人数的 69.1%，有未填写性别 320 人，占总人数的 14%。

要求被试真实作答。 

2.2. 研究工具 

2.2.1.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采用黄丽等人(2003)编制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文版(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量表中包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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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正性情绪(如：劲头十足的、精力充沛的)和 10 个负性情绪的词(如：坐立不安的、心神不定的)。量表

采用 5 点计分法，本研究使用的是正性情绪维度，处于该维度下的题目总分越高，就表明正性情绪越强

烈。该量表正性情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0，效度为 0.92。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 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 Emmons, & Larsen, 1985)，共 5 道题目(“我的

生活大多接近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到目前为止，我己经得到

我生活中想要得到的重要东西”“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作任何改变”)。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量表总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越满意。此

生活满意度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效度为 0.83。 

2.2.3.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由 Landerman 等人(1989)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Landerman, George, Campbell, & Blazer, 1989)，用

来评价社会支持网络的大小以及利用。本量表包括社会交往分量表(4 项)，主观社会支持分量表(7 项)，
工具性支持分量表(12 项)。本问卷使用的是主观社会支持分量表，该量表采用 3 级评分。量表总得分越

高，表示个体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此社会支持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效度为 0.90。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对参与研究的全体 2016 级大学生使用统一的问卷进行测验。每次测验采用相同的主试及同样的指导

语进行测试，强调对问题回答的真实性，本次测验对被试的信息进行严格保密。用 SPSS 24.0 分析收集

到的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相关分析 

对社会支持、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积极情绪、生活满

意度间均呈正相关(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s related to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emo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1. 有关社会支持、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各变量 

 M ± SD 社会支持 积极情绪 生活满意度 

社会支持 18.98 ± 2.67 1   

积极情绪 27.93 ± 7.47 0.22*** 1  

生活满意度 20.73 ± 6.25 0.36*** 0.26*** 1 

注：***p < 0.001，**p < 0.01，*p < 0.05。 

3.2. 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温忠麟、叶宝娟(温忠麟，叶宝娟，2014)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我们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取

分步检验法，将积极情绪放入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并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如果变量 X 影响

变量 M，而变量 M 又可以影响变量 Y，那么变量 M 就是变量 X 与变量 Y 的中介变量，可以用下面的方

程来表示变量间的关系： 
Y = cX + e1            方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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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aX + e2           方程 2 
Y = c’X + bM + e3      方程 3 
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可以从三个方程中的系数 a，b，c 是否显著来判断。如果三个方程中的系数 a，

b，c 都是显著的，那么就说明中介效应也是显著的。除此以外，如果方程 3 系数 c’计算结果显著，那么

就说明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有直接影响，并且中介变量 M 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方程 3 的系数 c’不显

著，则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没有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中介变量 M 在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之间起着完

全的中介作用。系数 a 和系数 b 相乘，他们的积就是中介效应值，即间接效应值。系数 a 与系数 b 的积

除以 c 可以求得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 
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首先，选取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

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β = 0.36, t = 5.27, p < 0.001)，即方程 1 系数 c 显著；其次，将社会支

持作为自变量，将积极情绪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β = 0.22, t = 10.76, p < 0.001)，即方程 2 的系数 a 显著；最后，将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两个变量作为

自变量，将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20, t = 9.91, p < 0.001)，即方程 3 的系数 b 显著，由此可以说明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

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引入积极情绪后，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 = 0.31, t = 16.43, p < 
0.001)，即系数 c’显著(见表 2)，说明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07，占总效应的 25.9%。 
 
Table 2. Tes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2. 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标准误(SD) F t 

第一步 Y = 0.36 X 0.87 348.72*** 5.27*** 

第二步 M = 0.22 X 0.06 115.87*** 10.76*** 

第三步 Y = 0.31 X 0.05 230.83*** 16.43*** 

 +0.20M 0.02  9.91*** 

注：***p < 0.001，**p < 0.01，*p < 0.05。 

4. 讨论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主效应模型、控制–价值模型、拓展–建构理论，使用社会

支持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选取大学生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社会支持对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积极

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有显著相关。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

还通过积极情绪这一中介产生间接影响。 

4.1. 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作用 

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根据马斯洛的需

要理论，个体体验的满意度越高，个体需求水平越高。大学生在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

表现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学校、家庭或宿舍环境中，老师、家长和室友都能或多或少的满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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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通常在一定范围内，大学生会因为得到了来自周围的支持而

获得积极的情绪，并因此表现出自信且积极的生活态度。具体而言，大学生在生活中获得的来自他人的

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对生活就更加有信心，进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状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挑战，

其生活满意度也就越高。此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吴双双，2013)，也符合关于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

型，即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 

4.2. 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 

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与

假设一致。这意味着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影响生活满意度。大

学生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更加积极，在面对学习、生活、干部工作以及社会压力时，

就可以以一种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将挑战加以克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能够

在他人的支持下及时恢复到积极的状态去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以及工作，因此，他们产生的消极情绪

少，积极情绪比较多，这符合控制–价值模型，也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李温平，郭菲，陈祉妍，2019)。具

有更多积极情绪的大学生，他们对生活中的人、事、物的不满相对较少，更容易发现周围美好的一面，

会认为世界更加美好，从而在家庭、学校、社会的体验中获得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符合拓展–建构理

论，与前人的研究一致(牛更枫等，2015)。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个体获得的积极情

绪就越多，生活满意度也随之提高。基于此，社会支持通过促进大学生的积极情绪，进而增加他们的生

活满意度。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要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应该着重关注来自他们周围的社会支

持的情况，通过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情绪得到提升，最终达到升高生活满意

度的目的，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

度之间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 

6. 局限与不足 

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从增加大学生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两方面着手，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中增

强大学生面对生活的自信心，增加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克服磨难的毅力，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满

意度，这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也从身心方面为大学生今后步入社会做了充足的准备，能

够使大学生成为社会发展的坚实后备力量。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本研究只在分析横断数据的基础上讨论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在未来，研究者可

使用纵向研究设计或序列研究设计的方法进一步进行检验。 
第二，本研究只对积极情绪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探讨，对于是否存在其他

调节变量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积极情绪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地域、种族的影响，

这些变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大学生群体，没有涉及到青少年群体和成年人群体，这对于研究结论的

推广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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