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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识自己”对幸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自我联结显著预测生命意义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基本

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显著。也就是说，自我联结不仅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而且能通过基本心理需

要满足间接对生命意义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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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ing oneself” is important for well-being. It was found that self-connection significantly pre-
dicted meaning in life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with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
fec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In other words, self-connectio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s life meaning,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larg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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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识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和心理学关心的主题，但直到近年，心理学实证研究才开始直接概

念化并操作化个体与自身内在感受、动机、和价值观的连接，及探究其对幸福和健康的影响(Klussman, 
Curtin, Langer, & Nichols, 2022a)。Klussman, Curtin, Langer, & Nichols (2020a)提出自我联结的概念，并将

其定义为一种关注自我、与自我产生联结感的体验，包括自我觉察、在觉察基础上接纳真实自我、以及

在行动上忠于真实自我这三种能力。他们认为，这三种成分在一个非等级结构中相互关联，并协同影响

着与自我连接的体验(Klussman, Curtin, Langer, & Nichols, 2022a)。也就是说，缺乏这三种成分中的任何一

种，个体都会经历更少的整体自我联结。自我决定理论指出，认识和澄清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努力追

求内源性目标，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动机水平和幸福感(Ryan & Deci, 2000)。而实证研究发现，自我联结能

够预测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繁荣，更少角色相关的倦怠(Klussman, Lindeman, Nichols, & Langer, 
2021)，更高的意义寻求水平(Klussman, Nichols, & Langer, 2020b)。与自我相联结的个体，才能理解并接

纳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和目标，并按照这些价值观和目标行事。在物质主义、内卷等环境特征下，自我的

异化泛滥，于实证层面探究自我联结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更好地澄清幸福的关键因素。 
许多研究者指出，幸福是一个有结构的构念，其中意义即为幸福的核心建构之一(杨慊等，2016)。生

命意义指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理解，由有价值的目标指引和驱动，对这个世界重要的程度(George & Park, 
2016)。体验到生命意义的个体，更能建立起与和谐自我、较长期生活目的和愿望、以及持续的价值感的

连接。研究发现，生命意义与一系列积极指标密切相关，如生活满意度、希望、身体健康、授权能力、

心盛幸福等(Fave et al., 2011; 李占宏等，2018)。诸多观点与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接纳、自我实现、自我

发展是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Wong, 1998; Schnell, 2009; Zhang et al., 2016)。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幸福

是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美德，并培养和体现这些优点的生活的结果。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实现意味着

个体特性和潜能得以充分发展，这对个体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Ryan & Deci, 2000)。而自我联结除了强调

对内在动机、目标、价值观和偏好的觉察和接纳，还强调在行动上遵循内在的真实愿望，以实现最内在

的追求，这为可能为个体体验充盈的生命意义提供重要的来源。国外研究表明，自我联结与生命意义正

相关(Klussman, Nichols, & Langer, 2020b)。因此，本研究假设，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自我联结也可以显

著预测生命意义。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是个体心理成长和健康发展的营养物(Ryan & Deci, 2000)。它指的是个体所处的情

境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程度，其中，自主需要强调了依从自己的真实意愿来行事的重要性；关联需要

强调了爱人与被爱，以及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胜任则强调自信、有效完成所从事活动的重要性

(Ryan & Deci, 2017)。研究发现，自我同情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正相关(皮陆杨等，2024)，大学生内在目

标追求正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余金聪等，2022)。从理论上讲，对自我的觉察和接纳应该促进一致的

行为决策，行为经验也可能帮助个人更加意识到他们所感知的自我和/或接纳那个自我，而这可能促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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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更好地满足基本心理需要。因此，本研究假设自我联结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另外，

已有研究表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和善行共同解释生命意义总方差的 61% (Martela et al., 2018)。因此，

本研究假设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自我联结和生命意义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420 名在校大学生通过问卷星填写调查问卷。根据问卷内筛查认真程度的题目及做题时间进行数据

筛选，得到有效样本为 384 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2.11 岁，标准差为 2.58 岁。其中，男性 86 人，占

22.4%；女性为 298，占 77.6%。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联结量表(Self-Connection Scale, SCS) 
自我联结量表是由 Klussman, Nichols, Curtin, Langer, & Orehek (2022b)编制的，用于衡量个体的自我

联结水平。本研究采用回译法将该量表译成中文版。具体来说，3 名心理学研究生本着忠于原文的原则，

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再由两名英语专业研究生将其回译为英文，得以准确回译的条目被接受，未能准确

回译则重新翻译，直至准确回译。在此过程中，1 名心理学教授依据专业性、可理解性和专业性等原则

对量表条目进行审核和修改，最终得到自我联结量表中文版。量表共 12 个条目，包含三个维度：觉察自

我、接纳自我和行动忠于自我。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标为：χ2 (171.516)/df (51) 
= 3.363，p < 0.001，CFI = 0.946，TLI = 0.931，RMSEA = 0.079；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1。 

2.2.2. SDT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SDT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Scale)中文版 
Sheldon和Niemiec编制了 9项目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Sheldon & Niemiec, 2006)，杜健等人(2020)

修订了该量表的中文版。本研究即采用其修订的 SDT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的中文版，其中自主感维度

包含 3 条目，例如，“在我的生活中，我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做事”；胜任感包含 3 条目，比如“在我

的生活中，我曾经接受并且赢得困难的挑战”等；关联感也包含 3 条目，比如“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到

亲密地联系着对于我重要的他人”等。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7 代表“非常

符合”。所有条目相加，得分越高，个体的满足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 (自
主感)，0.90 (胜任感)和 0.94 (关联感)。 

2.2.3. 整体生命意义量表(Global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GMLQ) 
使用 Costin 和 Vignoles (2020)编制的整体生命意义量表来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水平，包含 4 个条目，

如“整体来说，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的存在充满意义”等。量表要求参与者对题目描述内容的

同意程度，采用李克特 7 级评分，1 代表“强烈不同意”，7 代表“强烈同意”。所有条目相加得到总分，

分数越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0。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 

通过问卷星网页导出收集到的样本的数据，数据文件的格式为 SPSS 的专用格式。下一步，筛除无

效数据，并利用 SPSS25.0、Process4.1 宏程序、Mplus8.3 对数据进行整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状况很差：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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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8.55)/df (405) = 13.90，p < 0.001，CFI = 0.49，TLI = 0.45，RMSEA = 0.18，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3.2. 自我联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生命意义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自我联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生命意义用 SPSS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

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 1)。自我联结及其三个子维度，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生命意义之间，两两之间均

为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connection,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表 1. 自我联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生命意义的描述性分析 

 1 2 3 4 5 6 

1) 自我联结 1      

2) 觉察自我 0.78*** 1     

3) 接纳自我 0.71*** 0.26*** 1    

4) 行动忠于自我 0.83*** 0.50*** 0.44*** 1   

5)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57*** 0.43*** 0.36*** 0.52*** 1  

6) 生命意义 0.49*** 0.44*** 0.29*** 0.42*** 0.6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自我联结和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我联结、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生命意义这几个变量符合进一步的中介效应

检验所需的条件。根据对前人研究结果的梳理，本研究推测自我联结(自变量)除了对生命意义(因变量)存
在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可能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中介变量)来影响生命意义。首先，使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4.1 宏程序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自我联结和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发现，自我联结对生命意义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B = 0.49, t = 11.09, p < 0.001)；
放入中介变量后，自我联结对生命意义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 = 0.23, t = 4.78, p < 0.001)。自我联结对基

本心理需要满足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56, t = 13.37, p < 0.001)，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生命意义的正向

预测作用显著(B = 0.46, t = 9.56, p < 0.001)。 
 

Table 2. Mediating test with self-connect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2. 以自我联结为自变量的中介检验 

回归方程(N = 233)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df) B t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56 0.32 178.80 (1)***   

 自我联结    0.56 13.37*** 

生命意义  0.62 0.39 121.85 (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46 9.56*** 

 自我联结    0.23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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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命意义  0.49 0.24 123.04 (1)***   

 自我联结    0.49 11.0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此外，自我联结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

上限和下限均不包含 0 (见表 3)，表明自我联结对不仅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而且能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

足的中介作用预测生命意义。该模型中的直接效应(0.232)和中介效应(0.262)分别占总效应(0.494)的 46.9%
和 53.1%。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with self-connectio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以自我联结为自变量)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494 0.045 0.406 0.581  

直接效应 0.232 0.048 0.136 0.327 46.9%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效应 0.262 0.046 0.176 0.357 53.1%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

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4. 讨论 

4.1. 自我联结对生命意义的影响 

自我联结和较高水平的生命意义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有关，这证实了自我联结对个体幸福具有积极

影响的假设。与真实的感受建立连接，接纳自我的真实愿望，并依从本心的行动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和

幸福的关键条件之一。一方面，自我联结作为一种心理特质，与幸福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如心理繁荣、

生活满意度、生活意义和积极情绪(Klussman et al., 2020a; Klussman, Nichols, & Langer, 2020b)。另一方面，

自我联结可能能够超越其他传统的积极心理变量的影响，促进个体稳定和持久的幸福感。比如，最近的

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那些高度自我联结的人的幸福感无关，但相比之下，自我联结低的人则更能从积

极情绪中获益显著(Klussman et al., 2020a)。而积极情绪与较为短暂的、波动的幸福感是相关联的(刘萍，

张荣伟，李丹，2022)。此外，追求生命意义的个体更看重人生目标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被认为更不容易

受困于当下的负性体验(杨慊等，2016)。因此，当个体能与深层的人生价值和目标相连接的时候，他们可

能体验到更大的生命意义，生成更多韧性和希望感。高水平的自我联结有助于个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压

力事件(Klussman, Lindeman, Nichols, & Langer, 2021)。也许那些自我联结的人(因此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谁，

接受自己是谁，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在生活中遵循的道路会引导他们走向他们认为适合他们价值目标的机

会和情况，这进一步增加了目标实现的可能，有助于体验到更多的生命意义。 

4.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我联结除了能够直接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还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对

生命意义起间接影响，且中介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自我联结中的觉察、

接纳和忠实于真实自我的行动，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自我意识是自我联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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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包括了解自己的价值观、目标、偏好和内部状态(Goleman et al., 2019)，没有自我意识的基础，一

个人就无法建立自我联结的其他三种能力(Klussman, Lindeman, Nichols, & Langer, 2021)。依据真实自我觉

察、接纳和行动，才可能带来自主感(了解并接纳真实自我)、胜任感(做自己擅长和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才

能做更好，拥有更多自信)、关联感(依据本心的真实感受与人交往，更少防御机制，人际关系可能更加和

谐)。换句话说，自主感、联结感、胜任感的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自我联结为前提。第二，自我联结

感所带来的基本心理需要被满足的体验可能增强了个体的内部动机、控制感、和真实性，进而有益于生

命意义。自主、关联和胜任需要满足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提升个体的内部动机和内化的外部动机，使个

体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趣味和欢愉，同时获得活动的价值和意义(陈晨，刘玉新，赵晨，2020)。具体

说来，自主、关联和胜任满足能够提升个体的意愿支持、关系支持和积极反馈，这些都是个体建构和获

得意义的重要方式。比如，自主满足越多，个体体验到的意愿支持越强，就更容易自发地从事某项任务；

关联满足越多，个体体验到的关系支持越强，就更容易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共情能力；胜任满足越高，个

体在情境中获得的积极反馈越多，其体验到的掌控力越高。就三种需要满足来说，自主降低了个体的外

部压力，关联强化了友爱互动的氛围，胜任提供难度适中的挑战和清晰的任务要求和规范，这些都有助

于个体其发现、理解、认同,，甚至接受所从事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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