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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社会比较倾向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及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社会比较倾

向量表、自我认同感量表与总体幸福感量表对21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比较

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与自我认同感对总体

幸福感均有正向预测作用；且自我认同感在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社会

比较倾向能通过影响自我认同感进而影响大学生总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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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on college students’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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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lf-identity. Methods: Social Comparative Tendency Scale, 
Self-Identity Scale and Overall Happiness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210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Relevant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self-identity and overall well-being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and self-identity positively pre-
dicted overall happiness; and self-identity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social comparison ten-
dency and overall well-being. Conclusion: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can affect the overall hap-
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by influencing self-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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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货比三家地买东西，或者常常觉得自己“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与周围他人的比较，来获取自己的社会特征，即在一种比较性的社

会环境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而非根据纯粹客观的标准定义自己的现象称为社会比较(邢淑芬，俞国良，

2005)。研究显示，高校中社会比较的现象十分常见，不良的社会比较对个体的成就动机(洪冬美，2012；
蒋山花，王勋，张振新，2015)、自我意识(杜雪，2017)、情绪体验(张旭，2015)、亲社会行为(聂婷婷，

石文典，2020)、总体幸福感(彭艳，2013；白红敏，许莹，张荣华，2009)均有显著影响。 
自我认同是个体在时空中对自己内在的能力、认知信念和发展状况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体验，

是一种个体对内在自我的认识和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在与环境的不断整合中完成(罗贤，何特，

2014)。目前国内关于自我认同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父母教养方式、总体幸福感等方面。有研究发

现，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预测关系。同一性获得状态有助于总体幸福感的提高，而

同一性扩散、延迟或早闭合状态，则对总体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林崇德，2018)。 
总体幸福感是一种评价个体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即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目标对其生活

质量做出的整体评价，反映着特定群体对其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吴艳洁，2016)。查阅以往文献我们不难

发现，大至自我概念、社会支持，小到经济状况等都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同时，有研究结果表明，社

会比较倾向越高的个体，总体幸福感越高，即可以通过社会比较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张旭，2015)；但也

有研究认为社会比较会带来不好的情绪体验(黎琳，2006)。另外，在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自我认同感对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和一定的预测作用(齐金玲，姜晶，于增艳，王

娜，张丽宏，鹿凤山，杨盼盼，2014)。 
按照“认知–行为”理论的观点，认知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者中起着协调的作用(高华华，2017)。

个体的行为不单单由环境支配，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要以认知为媒介(姜永志，白晓丽，刘勇，

陈中永，2017)，即个体在与环境长时间作用后，其脑中会逐渐形成某种相对固定的思维和动作图式，当

此类动作再次被需要时，大脑会按照已经储存的模式自动化地发出(高华华，2017)。因此，当个体遇到环

境中的刺激，会下意识与之比较，从而丰富自己的自我概念。简而概之，在“认知–行为”模型的理论

视角下，本研究拟探讨社会比较倾向与自我认同感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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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此研究不仅有助于明晰当代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的现状，同时可以引导具有不良社会比较

倾向的大学生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在丰富的大学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提升其总体幸福感。综

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1：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三者间均为两两显著相关； 
假设 2：自我认同感在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过程 

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选取内蒙古民族大学 303 名大学生作为研究被试，在施测并回收后剔除

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210 份，其中男生 96 人，女生 114 人。被试年龄均在 18~25 岁之间。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 
采用王明姬等人(2006)修订的《社会比较倾向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1 个项目，采用 5 级评分标准，

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得分高的人更倾向于进行社会比较。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为 0.94。 

2.2.2. 自我认同感量表 
采用周静静(2014)修订的《自我认同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有 19 个项目，运用 7 级评分标准，其

中 1 代表完全不符合，7 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其自我认同感越高。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为 0.96。 

2.2.3. 总体幸福感量表 
采用段建华(1996)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共 18 个项目，得分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烈。

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为 0.87。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并对其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考虑到本研究的数据全部由问卷形式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方法对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7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被

提出，且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 38.84%，低于 Podsakoff 等提出的 40%的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
表明此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如

表 1 所示。社会比较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三者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3.3. 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自我认同感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自我认同感在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温忠麟等人(2005)提出的方法，

估计间接效应值及相应的 t 值，并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求出总效应 c、间接效应 ab 和直接效应 c’，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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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studied variable 
表 1.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M ± SD 1 2 3 

1) 社会比较倾向 3.35 ± 0.86 1   

2) 自我认同感 4.56 ± 1.21 0.64** 1  

3) 总体幸福感 4.46 ± 0.99 0.52** 0.6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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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2 所示，总效应 c > c’，说明存在中介作用，同时路径 a、路径 b 及路径 c’均显著且为同号，说

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根据

温忠麟等人(2005)所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可计算出自我认同感在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中的效

应估计值为 a × b = 0.371，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1.4%。根据表 2 结果得出图 1。 
 
Table 2. Intermediation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identity in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and overall well-being 
表 2. 大学生自我认同感在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中的中介检验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路径 β t 

社会比较倾向 总体幸福感 c 0.52 8.88** 

社会比较倾向 自我认同感 a 0.64 11.86** 

社会比较倾向 
总体幸福感 

c’ 0.16 2.41* 

自我认同感 b 0.58 8.86** 

 

 
Figure 1. Plot of self-identity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and overall well-being 
图 1. 自我认同感在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图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倾向与自我认同感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总体幸福感，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

设 1，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张小丽，2012；卓云莹，2010；罗贤，何特，2014)。同时这一结果

也契合了“认知–行为”理论的观点。大学生在面对情境线索的刺激时，会自动化地提取一些信息，这

些信息在人脑中得以进行下一步加工，并将其与自己的社会特征相比较，这种比较甚至无需个体付出主

观努力。同时，个体在通过与自己相似的对象进行对比这一过程，获得准确地自我评价信息，从而试图

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以此提升总体幸福感(李彩娜，马田雨，张豪，2019)。 
同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比较倾向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自我认同感起着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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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验证了假设 2。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在对情境线索自动化加工后，达到与周围人群的相互作

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建构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自我的认知(张亚利，陆桂芝，刘艳丽，周扬，2017)，
丰富了自我概念，进而对个体的活动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社会比较可能通过作用于自我认同感从而对

大学生总体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一结果也支持了认知–行为理论的观点，即由于不同的认知，即使处于

相同的比较环境中，个体的自我认同感的不同，他们所加工事件的方向也不同，自我认同感高的个体，

会通过社会比较这一过程，明晰自己的自我定位和人生目标，从而增强其幸福感。另外，大学是丰富多

彩且变化多样的一个时期，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环境后，与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相互

比较的环境中，不断建立良好的自我认同感。自我认同感的形成不仅可以提升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而

且对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人处世的能力均有帮助，进而能够影响个体总体幸福感。因此，大学生可

通过积极的社会比较，比如更多地选择“比下有余”这一比较方式，在日常生活、学习、交际中个体找

寻自己的位置，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最终达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的目的。 
当然，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在研究方法方面，未采用聚合

交叉研究，导致无法论证大学生自我认同感、社会比较倾向与总体幸福感间的总体状态和发展变化规律。

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在横断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进行纵向研究，以考察自我认同感与社会比较倾向对大

学生总体幸福感的长期作用机制。其次，在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仅使用收集自评式问卷的方式获得数

据，来源过于单一，且可能存在被试回避自己真实的态度与想法的情况。最后，在被试选取方面，本研

究的取样范围过于狭窄，缺乏广泛性与代表性，因此，后续研究可适当扩大取样范围。 

5. 结论 

1) 社会比较倾向、自我认同感与总体幸福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2) 社会比较倾向能通过影响自我认同感进而影响大学生总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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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社会比较倾向量表 

1) 我常常把自己所爱的人(男或女朋友)，家庭成员等正在做的事情和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比较。 
2) 我总是非常关注自己和他人做事方式的区别。 
3) 如果我想知道我做得如何，我会把自己做的和其他人做的进行比较。 
4) 我常常就社交社会技能，受欢迎程度与其他人进行比较。 
5) 我不是那种常常和他人比较的人。 
6) 我常常将自己和他人在生活中实现的事情进行比较。 
7) 我常常喜欢和他人谈论想到的观点和经历。 
8) 我常常试图发现当别人面临和我相似的问题时，他会想什么。 
9) 我总是想知道在相似的情形下别人会怎样做。 
10) 如果我想获悉更多关于某事的信息，我会试图找出其他人对此的想法。 
11) 我从不按照他人的处境来考虑自己生活中的处境。 

附录二：自我认同感量表 

1)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 
2) 别人总是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 
3) 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生活。 
4) 我不能肯定某些东西在道义上是否正确。 
5) 大多数人对我是哪类人的看法一致。 
6) 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很适合我。 
7) 我的价值为他人所承认。 
8) 当周围没有熟人时，我感到能更自由地成为真正的我自己。 
9) 我感到自己生活中所做的事并不真正值得。 
10) 我感到我对我生活的集体适应良好。 
11) 我为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感到骄傲。 
12) 人们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差别很大。 
13) 我感到被忽略。 
14) 人们好像不接纳我。 
15) 我改变了自己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的想法。 
16) 我不太清楚别人怎么看我。 
17) 我对自己的感觉改变了。 
18) 我感到自己是为了功利的考虑而行动或做事。 
19) 我为自己是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一份子感到骄傲。 

附录三：总体幸福感量表 

1) 你的总体感觉怎样(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2) 你是否为自己的神经质或“神经病”感到烦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3) 你是否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思维、情感或感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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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是否由于悲哀、失去信心、失望或有许多麻烦而怀疑还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 
5) 你是否正在受到或曾经受到任何约束、刺激或压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6) 你的生活是否幸福、满足或愉快(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7) 你是否有理由怀疑自己曾经失去理智、或对行为、谈话、思维或记忆失去控制(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8) 你是否感到焦虑、担心或不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9) 你睡醒之后是否感到头脑清晰和精力充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0) 你是否因为疾病、身体的不适、疼痛或对患病的恐俱而烦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1) 你每天的生活中是否充满了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2) 你是否感到沮丧和忧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3) 你是否情绪稳定并能把握住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4) 你是否感到疲劳、过景、无力或精疲力竭(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5) 你对自己健康关心或担忧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6) 你感到放松或紧张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7) 你感觉自己的精力、精神和活力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18) 你忧郁或快乐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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