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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构成因素，并编制有效的测量问卷。方法：通过开放式与结构式访谈收集

大学生社会支持获得情况，以肖水源的社会支持三因素模型为依托编制了一套包含30个条目的大学生社

会支持问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大学生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其抑郁状态的关系。结论：

自编的大学生社会支持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大学生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可以显著

负向预测其抑郁水平，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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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factors and establish a 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Methods: Through the open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 collecting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are available to Shuiyuan Xiao’s social support three factors model as the foundation to 
produce a contains 30 item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 On this ba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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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utilization 
and their depression was explored. Conclusion: Designed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system 
evaluation scale ha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additi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their depression level, 
which i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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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支持是指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通常可以从性

质上分为两类：其一是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

存在和参与。其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

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李惠云，2006)。此外，社会支持还可以从内容上分为

实际社会支持和领悟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是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而言的(叶俊杰，2005)。前者指个体

实际获得的支持，是个体在面临压力时周围人实际提供的帮助行为，而后者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

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Barrera, 1986)。社会支持包括三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和支持利用度，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包括社会、学校和家庭(叶俊杰，2005)。 
对社会支持的研究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探求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

果证明，充分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和生理症状报告的严重性直接相关，并且对于消极生活事件和这些病症

有缓冲作用(Calsyn et al., 2005; Malecki & Demaray, 2002)。同时另外一些研究者发现主观支持对于心理健

康起到保护性作用(程平等，2007)。 
诱发大学生心理危机及心理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社会支持失当(章玉祉，2010)。人的本质是社会化的，

依赖周围人提供的内、外在的评价而存在。这是人们应付大量压力的重要社会心理支持资源。一旦丧失

或没能发挥或支持失当，个体将变得无比脆弱、失衡，并进一步产生心理危机，从而诱发心理问题。基

于此，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支持给予个体心理健康，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当前

研究的重点，将社会支持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将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有效途径。 

2. 研究方法 

2.1. 量表编写与施测 

以肖水源的社会支持三因素模型为基础，根据对大学生访谈的实际情况编写自我报告的句子，初步

形成 44 个项目，按随即顺序排列，组成量表，指导语要求被试对每一个句子符合自己情况的程度进行评

分，依次为 1~5 分，其中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况，5 分代表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 
量表编制完成后对大学生进行两轮施测，以评估大学生社会问卷的效度，同时探索大学生的主观支

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抑郁状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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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对象 

在江苏某大学采取整群抽样，按照文理兼顾的原则抽取大一至大四、不同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为被试。

初测阶段共发放问卷 202 份，剔除无效问卷 6 份，得有效问卷 196 份。正式施测随机发放问卷 38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53 份，回收率 92.9%。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以及信效度的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分析 

取总分高、低端各 27%的被试组成高、低分组，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高、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的

差异。其中题项 3、4、6、8、15、19 的 sig(2-tailed)值 > 0.05，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故删除这些题项。 

3.2. 同质性检验 

采用同质性检验以检测项目区分度，计算题项与总分的相关，删掉相关未达显著水平，即相关系数

小于 0.4 的题项：10、13、14、17、35、36、37、39。 

3.3. 信度分析 

运用克伦巴赫 α系数作为项目内部一致性指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问卷》的三个维度：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分别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 
一个优良的测验其内部一致性系数至少在 0.6 以上。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21，

主、客观支持两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 0.873 和 0.783，均大于 0.75，只有支持利用度维度系数为 0.35，可

能原因是题项较少所致。综上所述，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了检验标准。 

3.4. 效度分析 

3.4.1. 结构效度 
为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进行了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709，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BTS 值(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 < 0.05，同样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因子后，主因

子解释总变异为 71.927%，大于 60%，各因子载荷基本也大于 0.6。 

3.4.2. 内容效度 
量表项目的选编与筛选首先经过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并开展了开放式与结构式访谈，获得了被试的

社会支持情况，再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以及预试验的结果，对条目进行了增删和修改。删除了内容含糊、

相关性差的条目，对某些可能引起歧义或误解的用词进行了修改，对某些维度的条目进行了增补。最后

确证所有条目都能准确表达所要求的内容，以此保证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3.5. 社会支持各维度与抑郁程度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大学生主、客观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与其抑郁状态的关系，本研究将自编的大学生社

会支持问卷(见附录)与抑郁自评量表(SDS)所得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主观社会支持、

客观社会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与抑郁量表的总分均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情况越好，抑

郁水平越低。此外，被试感受到的主观支持与抑郁自评相关为−0.450，相比于客观支持与对支持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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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得到的支持越完善，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见表 1。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社会支持各维度与抑郁程度的相关分析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抑郁 

主观支持 —     

客观支持 0.898** —    

支持利用度 0. 699** 0.694** —   

社会支持 0.979** 0.959** 0.781** —  

抑郁 −0.450** −0.401** −0.364** −0.410** — 

注：*P < 0. 05；**P < 0.01。 

4. 讨论 

本研究以肖水源的社会支持三因素模型为依托，结合现今大学生的实际状态，编制了大学生社会支

持问卷，经统计分析检验，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此基础上，为明晰大学生的主客观社会支持及

其支持利用度与自身抑郁水平的关系，本研究还进一步将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分别与抑郁量表得分进行

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主观社会支持与抑郁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支持利用度和客观社会支持

与抑郁得分存在同样的关系。这说明无论是大学生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还是客观存在、或者被其有

效利用的社会支持，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改善心理健康状态；而个体主观得到的

支持越完善，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这一现象可能提示对于心理健康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感觉

到自己具有足够、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是否会有效地利用它，而不仅仅在于该系统具体为自己提

供了多少实际的帮助。 
此外，通过对问卷编制前期所进行的访谈结果的归纳汇总，本研究将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来源进行了

分类，基本包括家庭父母支持、同学朋友支持、学校及学业支持、宗教信仰支持、物质支持等 5 种社会

支持来源，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黄煜文等，2021)。大多数被试认为来自家庭父母亲戚的支持、

身边朋友的支持以及经济物质的支持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应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并且对心理状态的影响

最大。除却以往常见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社会支持，此次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中，物质支

持已成为一项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结果折射了当下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物质条件较

为优渥，物质支持已成为其社会支持系统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改变了传统以情感支持为主的模式，使

支持系统变得更为多元。然而，过度依赖物质支持可能会导致个体只关注自身的物质需求，忽视自我精

神品质的培养，这种个人状态无疑无法帮助其很好的适应外部压力、应对心理挫折。因此，如何锻炼大

学生的意志品质？如何给予自我以最大的支持？这些将是后续在大学生品质培养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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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大学生社会支持评估量表(自编) 

您好！这是一份关于大学生社会支持的量表。请根据您自身与各个项目所描述情况相符合的程度在

每题后相对应的数字上画“√”。答案无所谓好坏对错，请根据您的真实情况填写，我们承诺对您的资

料严格保密。完成这份问卷可能会耽误您一点宝贵的时间，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项目 符合 有点符合 不确定 有点 
不符合 不符合 

1. 大多数同学都很关心我 ⑤ ④ ③ ② ① 

2. 我经常可以从同学、朋友那里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 ⑤ ④ ③ ② ① 

3. 日常生活中，我经常能保持我的好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并被别人羡慕我的好心态 ⑤ ④ ③ ② ① 

4. 我觉得我的优秀成绩，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⑤ ④ ③ ② ① 

5. 我会因为我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而专注于其他事情 ⑤ ④ ③ ② ① 

6. 我会经常参与家庭事件的决议中，能决定一些事情，并得到父母的支持和认可 ⑤ ④ ③ ② ① 

7. 我经常从学院(校)老师和辅导员那里得到了支持和帮助 ⑤ ④ ③ ② ① 

8. 我的心理很健康，心态积极向上 ⑤ ④ ③ ② ① 

9. 我健康的身体，促使了我在其他方面的成功 ⑤ ④ ③ ② ① 

10. 我参加学院(校)的一些社团或组织，并成为组织里不可或缺的一员 ⑤ ④ ③ ② ① 

11. 我很满意在学校的生活消费水平 ⑤ ④ ③ ② ① 

12. 我相信自己，我有能力处理好所面对的问题，即使遇到挫折， 
我也能尽力去面对和处理 ⑤ ④ ③ ② ① 

13. 家里的事，父母都会与我商量，并会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⑤ ④ ③ ② ① 

14. 我的同学、朋友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⑤ ④ ③ ② ① 

15. 当我遇到烦恼时，我会主动向老师辅导员倾诉，并寻求帮助 ⑤ ④ ③ ② ① 

16. 我觉得我的规律生活作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⑤ ④ ③ ② ① 

17. 我爱我自己，我经常会做一些让自己满足和高兴的事情 ⑤ ④ ③ ② ① 

18. 我经常会与父母、亲友倾诉，并得到了父母的宽慰和支持 ⑤ ④ ③ ② ① 

19. 我从不失眠，我的作息很正常 ⑤ ④ ③ ② ① 

20. 我可以从老师和辅导员那里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 ⑤ ④ ③ ② ① 

21. 我经常可以从父母、亲友那里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 ⑤ ④ ③ ② ① 

22. 我周围有许多关系密切、可以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 ⑤ ④ ③ ② ① 

23. 父母、亲人都很关心我，并会定期与我联系 ⑤ ④ ③ ② ① 

24. 在我遇到问题时，同学、朋友会出现在我身旁 ⑤ ④ ③ ② ① 

25. 我会照顾和安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会找合适的方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调整好状态 ⑤ ④ ③ ② ① 

26. 我的学业成绩比较优秀，并得到他人的赞许 ⑤ ④ ③ ② ① 

27. 学院(校)里的老师和辅导员都很关心我，并会定期与我进行谈话交流。 ⑤ ④ ③ ② ① 

28. 当有烦恼时，我会主动向父母、亲友、同学倾诉 ⑤ ④ ③ ② ① 

29. 当我烦恼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一些教宗互助团体来倾诉自己的烦恼， 
寻求教友的帮助 ⑤ ④ ③ ② ① 

30. 我经常组织或参加社团的活动，并能体会到组织归属感 ⑤ ④ ③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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