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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be-
tween the two.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93 rural left-behind women 
using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PSSS),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Scale (CD-RISC)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Results: 1) Comprehending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erms of age, educational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husband’s contact frequency respectively (F = 7.187, 8.466, 6.283, 23.543, 20.418, 32.765, 10.977, 
4.655, 3.476, 5.691, 6.618, 4.589, p < 0.01). 2) The dimen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all dimensions(r = −0.686 - −0.412, p < 0.01);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ny remain-
ing factors is remarkable(r = 0.422 - 0.576, p < 0.01). 3)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s an interme-
diary variabl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areas. Conclusion: Comprehending social suppor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areas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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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妇女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

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SS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93名农村留守妇

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水平分别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

经济状况、与丈夫联系频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F = 7.187，8.466，6.283，23.543，20.418，32.765，
10.977，4.655，3.476，5.691，6.618，4.589，P < 0.01)；2) 消极情感这一维度对各维度均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r = −0.686~−0.412，P < 0.01)；剩余各因子两两之间正效应显著(r = 0.422~0.576，P < 
0.01)。3) 心理弹性是领悟社会支持与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结论：领悟社会

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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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前，农村留守妇女作为我国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成员，近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大量社会

工作者的关注。整理国内外农村留守妇女的相关文献发现，大都是其作为弱势群体面临的压力以及心理

健康状况上的消极状态。例如：她们的生活(生存)质量、社会支持状况、生活满意程度、主观幸福感水平

等比非农村留守的更低(顾红霞，2014)；孤独感、自卑感、焦虑、恐惧等消极情感更高(郭克建等，2016；
曲苒&倪晓莉，2016)。也有相关研究提出作为农村留守妇女积极方面的探讨，例如：家庭权利归属、女

性社会地位、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的促进作用(王云飞等，2013)。在丈夫常年不在的情况下，她们也能

够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及问题，挖掘出她们潜在的能力。她们也更能够在生活中小事上获得满足与

幸福感，同时也更懂得珍惜。 
在探索各种消极状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从更多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农村留守妇女的问题。在积极心

理学中，主观幸福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已有相关文献通过各种实证研究证实了主观幸福感可以

增加个体积极情绪体验(陈雪娥，2007)。 
从领悟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它是被支持者主观的情感性支持及情感体验。研究表明较高的领悟社

会支持可以增强个体抵抗逆境的能力及自信心、安全感等积极情绪体验，降低个体对社会生活中负性和

应激事件的知觉评价，从而减少负性刺激引起的不良反应，增加幸福感的体验(刘晓&黄希庭，2010)。 
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积极作用一样，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及保护性因素都得到了广大学者

们的认可。心理弹性是心理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包括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以及获得的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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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持续的生活压力能够很好的适应。它属于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现象，与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池
丽萍&辛自强，2002)。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降低生活中高危压力事件的影响、减缓负性刺激引起个体的

负向反应以及危机因素的冲击来起到保护个体对心理健康的作用(Tusaie & Dyer, 2004; Howard et al., 
2003)。已有研究发现，具有良好心理弹性品质的个体，他们更能够承受逆境状况下的压力，从而促进留

守妇女幸福感的体验及心理健康的发展(梁洪松等，2014)。国内外也有研究发现，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在

生活中可以有效缓解高危压力源对个体的冲击，同时表现为某种弹性人格，从而积极结果的产生及个体

心理弹性的发展(唐莉，2016；崔红霞&张英俊，2013；赵婧，2013)。 
综上所述：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两两间关系密切，且研究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

儿童、青少年及老年人，而针对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群体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以重庆市农村留守妇女为被试群体，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以及考察心理弹性的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群体抽样法，于重庆市万州、忠县、垫江、云阳等地区抽取 600 名农村留守妇女作为调查对象。

回收问卷 543 份，归纳整理最终有效问卷 493 份(90.79%)。其中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 28 人、35~45 岁的

185 人，45~55 岁的 224 人、55 岁以上的 56 人；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分布：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 127 人、

小学文凭的 203 人、初中文凭的 150 人、高中及以上文凭的 13 人；在家庭经济水平上：属于特困水平的

有 31 人、贫困水平的有 189 人、一般水平的有 214 人、家庭经济收入达到小康水平的有 59 人；在与丈

夫联系频率上；每天联系的有 157 人、一周至少联系一次的有 186 人、一个月至少一次的有 141 人、一

个月以上联系一次的有 9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由姜乾金等人修订(姜乾金，2001)。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3、4、8、11)、朋友

支持(6、7、9、12)、其他支持(1、2、5、10)三个维度，采用 7 点(1~7)计分的方式。项目总分越高表明被

试越容易觉知到外界的支持。量表的 Cronbac’s α 为 0.901~0.963。 

2.2.2.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的是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CD-RISC)中文版(Connor & Davidson, 2003)，共 25个条目，

包含能力(8 个题目)、忍受消极情感(7 个题目)、接受变化(5 个题目)、控制(3 个题目)、精神影响(2 个题

目)，采用5点计分(0~4)。项目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量表的Cronbac’s α为0.722~0.890。 

2.2.3. 主观幸福度量表 
该量表由郑雪等人修订(严标宾，2004)。共 24 个条目，包括四个单维量表：分别是总体主观幸福感、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分别包含 5、6、8 个条目，采用 1~9 的 9 级计分。生活满意度(5 个题目)，采用 1~7
的 7 级计分。除消极情感量表外，其余三个单维度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活满意程度越高、积极

情感的体验越多、也越容易体验到幸福感。量表的 Cronbac’s α为 0.905~0.977。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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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各变量在人口学上的差异分析 

经描述统计分析可知，农村留守妇女的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51.48 ± 20.39)，心理弹性得分为(58.34 ± 
19.59)，总体主观幸福感得分为(21.65 ± 11.89)。经单因素分析得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心理

弹性分别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与丈夫联系频率上的差异显著(F = 7.187, 8.466, 6.283, 
23.543, 20.418, 32.765, 10.977, 4.655, 3.476, 5.691, 6.618, 4.589, P < 0.01)。见表 1。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个水平之间的差异，结合事后检验(LSD)的统计结果发现，在年龄上：相对较小的

农村留守妇女在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总体主观幸福感的整体水平都显著高于年龄较长者；在受教

育水平上，文化水平较高的在这三个变量上的整体水平高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经济水平上：收入水

平一般的农村留守妇女在这是三个变量上的得分高于家庭经济属于特困和贫困的农村留守妇女；与丈夫

联系频率上：联系相对频繁的在这三个变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联系缺乏的农村留守妇女。 
 
Table 1.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age,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level and contact frequency 
表 1. 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及联系频率上的差异分析 

项目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总体主观幸福感 

M ± SD F M ± SD F M ± SD F 

年龄 35 以下① 59.25 ± 17.27 

7.187*** 

68.54 ± 17.01 

8.466** 

26.25 ± 11.39 

6.283*** 
 

35~45 ② 54.47 ± 20.03 60.93 ± 18.97 22.94 ± 12.35 

45~55 ③ 50.41 ± 20.67 57.28 ± 19.40 21.38 ± 11.61 

55 以上④ 42.00 ± 18.44 48.96 ± 19.84 16.20 ± 9.85 

事后比较(LSD) ① > ③ > ④ ② > ③ > ④ ① > ③ > ④ ② > ④ ① > ③ > ④ ② > ④ 

受教育程度 无① 41.03 ± 19.72 

23.543*** 

48.09 ± 18.39 

20.418*** 

14.54 ± 7.10 

32.765*** 
 

小学② 51.16 ± 20.16 59.33 ± 19.46 21.58 ± 11.94 

初中③ 59.87 ± 17.27 65.08 ± 17.61 27.18 ± 11.81 

高中及以上④ 61.69 ± 16.18 65.46 ± 14.56 28.54 ± 12.72 

事后比较(LSD) ① < ② < ③ ① < ④ ① < ② ① < ③ ① < ④ ① < ② < ③ ① < ② < ④ 

家庭经济水平 特困① 45.35 ± 20.96 

10.977*** 

54.99 ± 19.31 

4.655*** 

20.50 ± 11.26 

3.476*** 
 

贫困② 51.30 ± 20.58 57.53 ± 20.07 20.59 ± 11.50 

一般③ 57.70 ± 17.80 62.53 ± 18.75 24.35 ± 12.74 

小康④ 64.56 ± 6.09 68.22 ± 14.61 21.44 ± 11.74 

事后比较(LSD) ① < ② < ③ ① < ③ ① < ② ① < ④ ② < ③ ① < ③ ② < ③ 

联系频率 每天① 64.61 ± 12.46 

5.691*** 

70.29 ± 13.52 

6.618*** 

28.65 ± 11.59 

4.589*** 
 

一周② 52.18 ± 20.27 59.79 ± 19.12 21.92 ± 12.39 

一个月③ 50.13 ± 20.53 57.00 ± 19.51 21.00 ± 11.18 

一个月以上④ 47.22 ± 21.14 52.29 ± 21.27 19.46 ± 11.79 

事后比较(LSD) ① > ② ① > ③ ① > ③ ① > ② > ④ ① > ③ ① > ② ① > ③ ① > ③ 

总数  51.48 ± 20.39 58.34 ± 19.59 21.65 ± 11.89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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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妇女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四个维度之间

显著相关。其中消极情感这一维度对各维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r = −0.686~−0.412，P < 0.01)；剩余各

因子两两之间均是正向影响彼此(r = 0.422~0.576，P < 0.01)。见表 2。 

3.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妇女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β = 
0.56，P < 0.001)，见表 3。 

心理弹性对农村留守妇女个体的总体主观幸福感(β = 0.53，t = 13.96，P < 0.001)及生活满意度(β = 0.58，
t = 15.61，P < 0.001)、积极情感(β = 0.43，t = 10.53，P < 0.001)、消极情感(β = −0.58，t = −15.80，P < 0.001)
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领悟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妇女个体的总体主观幸福感(β = 0.49，t = 12.60，P < 
0.001)及生活满意度(β = 0.23，t = 5.27，P < 0.001)、积极情感(β = 0.48，t = 12.29，P < 0.001)、消极情感

有显著的直接预测效应(β = −0.52，t = −13.44，P < 0.001)。见表 4。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N = 493)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N = 493) 

 1 2 3 4 5 6 

1) 领悟社会支持 1      

2) 心理弹性 .561** 1     

3) 总体主观幸福感 .494** .533** 1    

4) 生活满意度 .431** .576** .558** 1   

5) 积极情感 .485** .429** .476** .422** 1  

6) 消极情感 −.519** −.580** −.551** −.686** −.412** 1 

M 51.48 58.34 21.65 21.24 28.24 41.83 

SD 20.39 19.59 11.89 11.24 14.19 20.08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ntal resilience with social support 
表 3. 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心理弹性 

R2 β t 

领悟社会支持 0.36 0.56 15.0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dimension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4.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总体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R2 β t R2 β t R2 β t R2 β t 

领悟社会支持 0.24 0.49 12.60*** 0.05 0.23 5.27*** 0.24 0.49 12.29*** 0.27 −0.52 −13.44*** 

心理弹性 0.28 0.53 13.96*** 0.33 0.58 15.61** 0.18 0.43 10.53*** 0.34 −0.58 −15.80***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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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elastic mediation 
表 5. 心理弹性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路径 效应值 Boot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弹性 → 总体主观幸福感 .1221 .0173 .1153 .2170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弹性 → 生活满意度 .1508 .0182 .1171 .1888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弹性 → 积极情感 .0896 .0221 .0482 .1355 

领悟社会支持 → 心理弹性 → 消极情感 −.2336 .0286 −.2939 −.1814 

注：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参数估计值显著。 
 

在上述条件满足后，为进一步探明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分析。控制中介变量

心理弹性、预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后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在 95%的置信区间上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区

间为[0.12，0.22]，效果量为 0.12，生活满意度区间为[0.12，0.19]，效果量为 0.15，积极情感[0.05，0.14]，
效果量为 0.09，消极情感[−0.29，−0.18]，效果量为−0.23，在因变量的主观幸福感四个维度路径上的中介

效应均显著。见表 5。 

4. 讨论 

被动成为家庭劳动力的支撑，家庭经济状况、与丈夫的分离、赡养老人和教育孩子的压力，被支持

感不足以及个体安全感的缺失等均是影响农村留守妇女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体验的重要因素(张涵

&康飞，2016)。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妇女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分别在年龄、受教

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与丈夫联系频率上的差异显著。从具体调查的数值分析来看，农村留守妇女这

一群体中，年龄较小的个体其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的得分相对较高，文化程度、家庭

经济收入状况与联系频率的数值越高，她们在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上的得分越高，这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朱海忠，2007；吴惠芳&叶敬忠，2010)。年龄相对较小的，认知水平和接受

能力相对较高，她们更能够利用网络、手机等通讯资源与他人交流沟通，与丈夫联系密切，在适当的宣

泄和排解消极情绪的同时还能获得丈夫的关心、支持和鼓励，以此增进夫妻之间的了解及感情。同时也

能体验较高的被支持感及幸福感(连灵，2015)。社会及经济地位往往与文化程度等客观因素都紧密相连，

因此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留守妇女，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所获得的物质保障也相对优于文化程度低者。

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在面临子女上学、家人生病等需要花费高额费用等问题上的压力

相对来说更小。因此他们更容易在物质与精神上获得满足感。 
对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妇女在这三个因子上互呈正相关且显著，

消极情感与各因子之间均呈负性相关。以往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妇女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就越有利

于减少他们的生活压力及消极心理，体验到较多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

感，社会支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保护及影响作用(吴惠芳&饶静，2009)。在通常情况下，

拥有较好的受支持体验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魏翠妮，2006)。心理弹性可以说是个体从创伤

中恢复的一种能力，其社会支持可以作为心理弹性的一个保护因素，有利于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孙仕秀

等，2013)。当个体在情感上获得的支持、理解和关心等积极情绪的体验越多，其内心的满意程度相对来

说就越高，它会影响个体对社会生活中负性和应激事件的知觉评价，个体抵抗逆境的能力也就越强，从

而减少负性刺激引起的不良反应，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在生活中遇到负性和应激事件时，她们能够主动的

利用外界资源(如寻求家人、朋友、社会)为自己提供安全感。因此，主观幸福感的保持较高，消极情感则

较低，从而能够保持积极的理性思维去应对压力情境。因此，为了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

无论这三个变量中的任何一个水平提高，对其他两个变量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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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均能显著预测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以心理弹

性为中介对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果为今后在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的相

关研究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在今后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普及工作中。增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

外界的社会关心和支持，使她们在情感上获得或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增强农村留守妇女

的心理弹性水平，来实现提高她们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5. 结论 

1) 农村留守妇女的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水平分别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

状况、与丈夫联系频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2) 农村留守妇女在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 
3) 心理弹性是领悟社会支持与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领悟社会支

持可以通过心理弹性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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