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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高中生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探讨感戴的中介作用和网络社会支持的调

节作用。方法：采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感戴量表、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和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对390名高

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将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

著(β = 0.18, p < 0.001)；2) 公正世界信念能够显著预测感戴(β = 0.48, p < 0.001)，感戴能够显著预测

网络利他行为(β = 0.30, p < 0.001)；3) 将调节变量纳入模型后，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

项能够显著预测感戴(β = −0.11, p < 0.01)和网络利他行为(β = 0.11, p < 0.01)。结论：公正世界信念能

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也能通过感戴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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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on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discu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 and the mod-
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social support. Methods: 390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
gated by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Gratitude scale, network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Internet al-
truistic behavior scale. Results: After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regression equa-
tio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β = 0.18, p < 0.001).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gratitude (β = 0.48, p < 0.001), and 
gratitude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β = 0.30, p < 0.001). 
After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a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the moderator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network so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gratitude (β = −0.11, p < 0.01)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β = 0.1, p < 0.01). Conclusio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can also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through gratitude, and network social suppor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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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一种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它涵盖了一系列旨在造福他人而非自己的

行为，如帮助、安慰、分享和合作[1]。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手机和电脑成为人们生活与工作的重要

载体，网络利他行为作为现实利他行为的线上延伸也随之出现。网络利他行为(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IAB)是指在互联网上没有奖励期望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帮助他人的行为[2]，如在视频网站分享学习

资源，在社交网站为别人解疑答惑等。有研究者指出，由于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匿名性，人们更愿意在互

联网上表达自己，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3]。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网络利他行为对于高中生道德意

识的提高、正确道德价值观的树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是指个体相信世界对于自我和他人都是公正的，当前受到

的不公正对待会在未来得到补偿，并且过程和结果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公正的[5]。根据公正世界信念假说

[6]，个体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人们总是得到他们应得的，这种信念对个体来说不仅是一

种基本需要，还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与舒适感，促使他们相信世界中的人们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行为正当的人会获得奖赏。因此，越是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越会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来证明自己值

得得到奖赏[7]。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8]。 
公正世界信念高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9]。感戴是一种积极情绪[10]，是指个体用感激

的情绪对使自己获得积极体验和帮助的他人恩惠予以认可与回应，具有感戴性格的人对发生在他们生命

中的好事心存感激，并承认如果没有他人的贡献，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11]。根据感戴的拓宽建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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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2]，感戴能够拓宽人们的瞬时思想、行动习惯，帮助个体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如社会资源和心理资

源等；当个体意识到另一个体有意做出有益于自己的举动时，心中产生感激之情，激发进一步的利他行

为。所以，我们提出假设 H1：感戴是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利他行为的中介变量。 
感戴中介了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但这一中介过程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调节。个体

接受帮助的经历会对此后的利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网络利他行为是发生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助人行

为，那么个体在网络接受帮助的经历可能会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因此，将网络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纳

入本研究，以阐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作用机制。网络社会支持是指在网络交往中，个体在

情感、信息交流、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被尊重、理解时获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能够有效促进网络利他

行为的发生[14]。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感戴水平[15]，即社会支持也是个体感戴水平

的重要保护因子。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网络社会支持可能调节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利他行为间中介模

型的直接路径和前半路径(感戴)。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感戴和网络利他行为间的关系及作用机

制，基于社会交换论、感戴的拓宽建构理论与道德情感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以期

为科学引导高中生网络利他行为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指导。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social support 
图 1. 感戴的中介作用及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的方法在某中学的高二年级发放问卷，共有 413 名同学填写问卷，有效问卷为 390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4.43%。其中男生 169 人(43.3%)，女生 221 人(56.7%)；独生子女 27 人(6.9%)，非独生子

女 363 人(93.1%)。 

2.2. 研究工具 

2.2.1.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本量表由苏志强等人[16]修订。包含 13 个项目，分为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维

度，前 6 个项目测量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后 7 个项目测量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量表采用 6 点计分，1 表

示“完全不同意”，6 表示“完全同意”，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表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本次测量总量

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3。 

2.2.2. 感戴量表 
采用董霞[17]修订的大学生感戴量表。量表共 14 个项目，包含感戴深度、感戴频度、感戴广度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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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密度四个维度，其中第 5、8、9 题为反向计分题。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将所有项目相加表示感戴水平，

得分越高表示感戴水平越高。本次测量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51。 

2.2.3. 网络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梁晓燕[18]编制。共 23 个项目，分为信息、友伴、情感和工具性四种支持。量表采用 5 点

计分，将所有项目相加表示网络社会支持水平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6。 

2.2.4. 网络利他量表 
本量表由郑显亮[19]编制的。量表共 26 个项目，包含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提醒四

个维度。量表采用 1~4 点计分，分别为从不、偶尔、经常、总是四个程度，将所有项目相加表示网络利

他行为水平。本次测量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3。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2.0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使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和 SPSS 的 process 宏程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排除问卷法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将 4 个量表包含的所有

项目纳入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有 1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

解释的变异量为 26.067%，低于临界值 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公正世界信念、感戴、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1)，公正世界

信念与感戴、网络利他行为和网络社会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网络社会支持与感戴、网络利他行为亦相

关显著。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principal variables 
表 1. 各主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变量 M ± SD 1 2 3 4 

公正世界信念 4.11 ± 0.89 1    

感戴 3.99 ± 0.51 0.48*** 1   

网络社会支持 3.22 ± 0.55 0.33*** 0.34*** 1  

网络利他行为 2.20 ± 0.63 0.32*** 0.38*** 0.56***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的建议，对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有研究者指出

[21]，网络利他行为会受到性别影响，所以本研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设置 95%的置信区间，分两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首先应用 SPSS 的宏程序 process 进行简单中介效应的检验，选择 model4 检验感戴的中介

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在控制性别变量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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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0.32, t = 6.82, p < 0.001)；将公正世界信念、感戴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公正世界信念仍对网络利他

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8, t = 3.42, p < 0.001)；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8, t = 10.84, p < 0.001)；感戴也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30, t = 5.82, p < 0.001)；此

外，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和感戴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
表明感戴在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ab/(ab + c’) = 45%。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gratitude 
表 2. 感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n = 390)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网络利他行为  0.39 0.15 34.36***     
 性别    −0.44 −0.62 −0.25 −4.64*** 
 公正世界信念    0.32 0.23 0.42 6.82*** 

感戴  0.48 0.23 58.83***     
 性别    0.03 −0.14 0.21 0.37 
 公正世界信念    0.48 0.39 0.57 10.84*** 

网络利他行为  0.47 0.22 36.13***     
 性别    −0.45 −0.62 −0.27 −4.94*** 
 公正世界信念    0.18 0.08 0.28 3.42*** 
 感戴    0.30 0.20 0.41 5.82*** 

 

第二步，选择 model8 检验网络社会支持在中介模型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变

量，将网络社会支持纳入模型后，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3)，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感戴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11, t = −2.92, p < 0.01)，这表明网络社会支持对“公正世界信念→感戴→网络利

他行为”这一中介的前半路径起调节作用。同时结果还显示，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

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11, t = 3.05, p < 0.01)；这表明网络社会支持对“公正世界信念→感

戴→网络利他行为”这一中介的直接路径起调节作用。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 = 390)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感戴  0.54 0.29 38.77***     
 性别    0.13 −0.04 0.30 1.50 
 公正世界信念    0.40 0.31 0.49 8.84*** 
 网络社会支持    0.23 0.13 0.32 4.80*** 

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   −0.11 −0.19 −0.04 −2.92** 
网络利他行为  0.63 0.39 49.44***     

 性别    −0.28 −0.44 −0.11 −3.36*** 
 公正世界信念    0.08 −0.01 0.17 1.68 
 感戴    0.22 0.13 0.31 4.58*** 
 网络社会支持    0.43 0.34 0.52 9.50*** 

公正世界信念*网络社会支持   0.11 0.04 0.1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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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晰地揭示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按正负一个标准差(M ± 1SD)对其进行高、低分组，进行

简单斜率分析。当网络社会支持较低时，公正世界信念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感戴(β = 0.51, t = 8.98, p < 
0.001)；当网络社会支持较高时，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的正向预测作用降低(β = 0.30, t = 5.20, p < 0.001)，
如图 2 所示。当网络社会支持较低时，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3, t = −0.46, 
p > 0.05)；当网络社会支持较高时，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18, t = 3.12, p < 
0.01)，见图 3。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social suppor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path 
图 2. 网络社会支持在前半路径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social support 
in the direct path 
图 3. 网络社会支持在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 

4. 讨论与分析 

4.1. 感戴的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高中生的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也就是说，相信自己生活

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的高中生，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和以往大学生[22]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有重要作用。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感戴在中介模型中起到部分中介

效应，即公正世界信念不仅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还通过感戴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根据认知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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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个体之所以会对相同的刺激情景产生不同的情绪，主要是源于认知的差异。公正世界信念高的高

中生相信当前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会在未来得到补偿，同样也认为当前受到的恩惠应该在未来给予回报，

这种认知促使他们产生感戴情绪，进一步提升感戴水平。感戴的拓宽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具有拓宽人

的思想脚本，建立较为持久的个人资源的能力，感戴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在拓宽个体的瞬时思想和行动

准备后，能够在网络交往中与他人保持良好互动，同时也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做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

所以，教师在课堂中可以经常讲述一些公平正义类的故事，来增加高中生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同时也

可以通过积极培养学生的感戴情绪，以此促进其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 

4.2. 网络社会支持在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感戴在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之间所起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

径受到了网络社会支持的调节，验证了假设 H2。但是与假设不同的是，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社会支持的

交互作用负向预测高中生的感戴水平。 
首先，网络社会支持对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网络社会支持较高时，公正

世界信念对高中生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而网络社会支持较低时，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

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公正世界信念高的高中生相信自己所处的世界和生活中的事件是公

正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么，在高网络社会支持条件下，个体在网络中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公正世界信念的高低会对他人的帮助产生不同的评价，进而影响网络利他行为。而低网络社会支持的个

体，在网络中的得到的帮助也较少，因此公正世界信念的高低并不会对网络利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网络社会支持在中介模型前半路径的调节效应得到支持，但本研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随着

网络社会支持水平的升高，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小。符合“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

型”的排斥假说[23]，这可能是由于低网络社会支持的高中生，在网络上得到的帮助较少，其感戴水平更

可能受到自身认知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低网络社会支持下，公正世界信念更能显著正向预测感戴。研

究结果表明，当网络社会支持较高时，提升高中生的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水平的增加相对较少，这让我

应该注意，当个体网络社会支持较低时，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如提升个体公正世界信念能有效增加感戴

水平，进而提高网络中的助人行为。 

5. 结论 

综上，在本次调查中，公正世界信念能够通过感戴预测高中生的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调节

了感戴的中介作用。对于低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

增加了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的预测作用；对于高网络社会支持的个体，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利他行为的

直接效应显著，但降低了公正世界信念对感戴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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