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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按照自己设定的标准对生活中发生事件的评价，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大学生

群体，对青少年关注较少，而随着社会压力逐渐增大，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也不容乐观。因此本文在介绍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及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最后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

的未来研究提出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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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an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events in lif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he or 
she sets.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elderly and college students, and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adolescents, and as social pressure gradually increases,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not optimistic.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focuse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inally pro-
poses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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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作为社会接班人的青少年，肩上的责任和负担也越来越

沉重。尤其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性混乱的特殊发展阶段，缺乏对矛盾和环境强大的适应能力，常常会

面临各种心理冲突和困扰，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发展上都有着剧烈改变[1]，如此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

使得青少年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因此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在这个最为关键的人生阶段，自我意识

发展的关键期，大力开展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和深化主观幸福感研究，还可

以在现实上加强对青少年的心理关怀，为青少年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 主观幸福感定义及特点 

主观幸福感[2] (Subjective Well-being, SBW)是个体从情感和认知两方面对生活的评价，是个体衡量

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其中，情感成分是个体对现实生活的

情绪体验，又包含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负性情感是指抑郁、紧张等消极的情感体验，可能会降低个体

的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是指乐观、合群、愉快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增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认

知成分则是个体按照个体设置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总的来说，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身设置的

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Diener [2]所定义的主观幸福感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来自外界的

标准来评估；二是稳定性，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是长期而不是短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是在较长时

间内相对稳定的值[3]。三是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除上述三个特点

外，主观幸福感还具有外显性和波动性的特点[4]。外显性是个体对评价的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而言，这两

方面易于感知和权衡。虽然主观幸福感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但其仍然会受到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影响

而有所波动[5]。 

3.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3.1. 性别 

目前有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性别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未得到一致性结论。有研究者认为，不同

性别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女生幸福感要高于男生[3]，消极情绪也高于男生[6] [7]。也有研究发

现性别不存在显著性差异[8] [9]。可以看到，有关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的差异并未有统一定论，可能是由

于被试选择以及测量工具选择不同导致。 

3.2. 年级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年级差异已有较多研究。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存在年级上的

显著差异，且消极情绪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多，并在高一时达到顶峰，之后虽有下降，但消极情

绪仍然较多[10] [11]。初一年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上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负性情绪显著低于其他年级

[12]。综上来看，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高中生，且随着年级增长，幸福感逐渐降低，积极情绪减少，

消极情绪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中学生的学习负担和课业压力逐渐增大，会使其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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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消极情绪。 

3.3. 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从总体情感指数方面，还是在生活满意度指数方面，或者是主观幸福感

方面，来自城市的学生平均分都低于乡镇学生，且二者的差异较为显著[13]。童玲玲[14]对 130 名学生进

行测评，也得到了一致结论。而许桂林[15]将城乡划分为城市、县城和农村，其中县城的青少年幸福感指

数最高，而城市和农村青少年之间则无显著性差异。相较于城市而言，城镇生活节奏更从容，孩子的压

力较小，相较于农村，城镇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小，生活条件更好。可以看到，居住地差异所导致的生活

环境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幸福感。 

3.4. 家庭环境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认为，个体的发展受其所在环境的影响，其中微观系统是个

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是最主要的微观系统，会对青少年发展起着直接、重

要的影响[16]。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正向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理解呈正相关，而与父母的过分干

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等负向教养方式呈负相关[17]。若家庭气氛民主、愉快，并且成员间相互关心，

关系密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强，家庭亲密度、自律性、恃强性和紧张性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高

低[18]。若青少年感受到家庭结构松散，父母关系欠佳，以及严重的家庭矛盾，则会导致青少年产生不幸

福的感觉[19]。因为和睦家庭气氛的学生安全感更高，有助于提高家庭满意度，拥有更少的消极情感，同

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与孩子更容易交流，子女的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可以看出，家庭对青少年的

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能影响到青少年主观幸福感。 

3.5.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指会导致个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心理社会应激源[20]。Huebner [21]
发现，生活事件对幸福感有着较大影响作用，是导致青少年焦虑问题的关键社会心理因素之一。其中，

正性事件会让人产生积极快乐的情绪，使幸福感升高；负性事件产生的消极情绪使得青少年幸福感降低。

对于青少年而言，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中的学习压力、人际关系问题是诱发焦虑的重要因素[22] [23] [24]，
青少年体验到的负性事件愈多，则幸福感愈低[25] [26]。 

3.6.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

能力的影响，其中社会联系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组织和社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和帮助[27]。研究证实，社会支持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在面对负性情绪时的抑郁情绪[28]。良好的社会

支持有助于提高幸福感，社会支持越强，主观幸福感越强，越能抵抗抑郁情绪，反之，低社会支持的青

少年患抑郁症风险更高[29]。对于青少年而言，社会支持中的同伴和他人支持、教师支持以及父母支持能

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30]。帮助青少年建立全面有效的社会支持体制，树立积极乐观的幸福观，能使

得青少年拥有更强的心理健康水平。 

3.7.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处于应激或遭受挫折时，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作的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努力[31]。
良好的应对方式能缓解精神紧张，帮助个体成功解决问题，从而保持心理平衡，保护身心健康，反之，

若经常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对人的身心造成一定的损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应对方式对主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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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有着重要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有利于良好心理健康的发展，

而消极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会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

[32] [33] [34] [35]。 

3.8. 人格 

人格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36]，指一个人整体的精

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Diener [2]认为，人格是最可靠、最有力的

预测指标之一，其中神经质和外倾性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为密切[37]。张兴贵和郑雪[38]以初中、

高中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青少年学生大五人格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倾性是正

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预测的有力指标，神经质是负性情感有力的预测指标，严谨性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

的正相关，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与内向的人相比，外向的人更容易对愉快的情绪刺激产生反应。与稳

定的人相比，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对不愉快的情绪刺激产生反应[39]。王洋[40]使用艾森克大三人格维度

研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内外向与生活满意度、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的

联系，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联系不显著。这也验证了外倾性和神经质对主

观幸福感的有效预测。 

4. 研究展望 

4.1. 作用机制需深入研究 

目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因素、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人格等，大部分

都是单独研究每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共

同影响主观幸福感。如社会支持可能会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间接的预测作用[32]；家庭教养

方式不仅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还能通过自尊间接部分影响青少年的幸福感[1]。因此需要研究者

深入探索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4.2. 需拓展干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有不少，但大都集中于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的研究。

但是提高主观幸福感，能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全健康、长效的心理机制，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增加积极

情绪体验，无疑会对青少年未来的生活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而且已有研究证实，干预措施的确能

提高主观幸福感且效果持续[41]。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是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开展且值得研

究的重要方向。 

4.3. 元分析方法的应用 

现如今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都是独立进行，缺乏对主观幸福感的整合、系统性探讨，由于研究方法、

量表选择、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使得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而元分析方法就能充分发挥其优势，

能定量分析主观幸福感领域的已有研究，综合各项研究成果，找到普遍结论，对理论进行总结的同时，

又能推动实践的应用，对主观幸福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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