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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主动

性人格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170名毕业集训学员进行调查。结果：毕业集训

学员生活满意度在家庭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来源的学员显著高于城镇来源的学员；毕业集训学员

主动性人格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都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并能共同预测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

在主动性人格和生活满意度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18.2%。结论：主动性人格对生活满意

度既存在直接影响，同时又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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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
itary academy graduates’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Methods: Proceeds investiga-
tion among 170 military academy graduates using 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Results: Ther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place of family at 
life satisfaction, and cadets from rural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urban areas; 
both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y could well predict life satisfaction;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partially plays 
a role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pro-
portion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is 18.2%. Conclusion: The proactive personality not only has di-
rectly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s it through general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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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性指标，它指的是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自己一段时间内或

多数时间内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价(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它受到个性特征、人格特质、

认知过程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与身心健康、职业相关因素有关(Whisman & Judd, 2016)。根据生涯建构理

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CCT)的观点，毕业集训学员的生活满意度可以看作处于职业生涯初始阶段

个体职业适应的结果(Savickas, 2005)。根据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人们会主动对其行为进行调控、评估，

而人的主观能动性依赖于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个体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是否能够采取合适行

为的信念或知觉，是用自信的心理来应对生活中所遇压力的能力，是行为的决定因素(Bandura, 1977)。主

动性人格是指个体不受情境阻力的制约，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外部环境的行为倾向性，是影响主动性行

为的稳定的个体特征(毛晋平，文芳，2012)。从主动性人格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主动性人格会引起个体

主动的动机加工，如自我效能感，并最终产生更好的行为结果。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主动性人格对自我

效能感的显著预测作用(曾炜鹏等，2020；王华，2015；王雪玲，关荐，2018)。 
毕业集训学员刚刚从军校毕业，即将踏上工作岗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关注，如何以积极的

心理状态面对岗位，面对新环境，走好职业道路第一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以毕业集训

学员为研究对象，探究主动性人格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引导集训学

员正确认识职业发展道路有一定启示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某部今年参加岗前培训的军校毕业学员，共发放问卷 1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8 份(男生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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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占 97.1%；女生 4 人，占 2.9%)，有效率为 81.18%。本科生 128 人，大专生 10 人；军龄范围 3~9 年，

均值 ± 标准差为 4.72 ± 1.46；农村家庭 77 人，城镇家庭 61 人。 

2.2. 研究工具 

① 主动性人格量表(Active Personality Scale)：采用商佳音等修订的中文版主动性人格量表(商佳音，

甘怡群，2009)，共 11 个项目，采用利克特 7 点评分，其中 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7；②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采用王才康等修订的由 Schwarzer 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王才康等，

2001)。该量表共 10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制，从 1“完全不正确”到 4“完全正确”。用项目平均分作

为指标，分数越高表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4；③ 生活满意

度量表 采用中文版生活满意感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LS) (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包括 5 个

题目，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总得分越高表示满意感越强。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1。另外本研究还自制了人口学变量问卷，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军

龄、身份类别、家庭住址。 

2.3. 统计学方法 

对所有数据采用 SPSS26.0 进行分析，统计方法为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检验。P < 0.05 视为差异显著。 

3. 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针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程序上使用问卷的匿名性、统一施测问卷等进行控制，再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统计控制。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周浩，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KMO 值为 0.903，Bartlett 值为 2192.443 (P < 0.001)，有 5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解

释了 61.529%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38.292%，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研究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1. 不同家庭来源的集训学员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对集训学员的生活满意度在家庭来源上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集训学员生活满意度在

家庭来源上差异显著，农村来源的学员生活满意度高于城镇(表 1)。 
 

Table 1.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table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ees in the family source [n, x s± ] 
表 1. 集训学员生活满意度在家庭来源上的差异分析表[n, x s± ] 

家庭来源 人数 M ± SD t P 

农村 77 25.48 ± 4.73 
2.89 0.004 

城镇 61 23.02 ± 5.27 

3.2. 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对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

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两两相关。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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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life satisfactio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of the trainees 
表 2. 集训学员生活满意度、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的相关分析结果 

 生活满意度 自我效能感 主动性人格 

生活满意度 1   

自我效能感 0.553** 1  

主动性人格 0.508** 0.714** 1 

***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3.3. 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相关。因此以

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主动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

能感和主动性人格均进入回归方程，可以联合预测生活满意度变异程度的 33.2%，且自我效能感(t = 3.875, 
P < 0.01)、主动性人格(t = 2.289, P < 0.05)都能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线性回归方程为：生活满意度 = 
4.997 + 0.385*自我效能感 + 0.15*主动性人格，见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self-efficacy on life satisfaction 
表 3. 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表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常量) 4.997  1.814 0.072  

自我效能感 0.385 0.389 3.875 <0.001 2.039 

主动性人格 0.15 0.23 2.289 0.024 2.039 

调整后 R 方  0.332    

F 33.568 

P < 0.001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3.4. 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由主动性人格、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三变量间可以进行中介

作用的分析。为进一步考察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按照中介作用分析程

序，首先将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采用 PROCESS 宏程序，参照 Bootstrap 方法，以 95%为置信区间，

样本量为 5000，进行中介作用检验(陈瑞等，2013)。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LLCI = 0.0797, ULCI 
= 0.3029)没有包含 0，说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控制了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后，主动性人格

对生活满意度仍然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LLCI = 0.0205, ULCI = 0.2805)也不包含

0，表明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对生活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18.2%。因此，主动性人格可以直接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同时又通过影响自我效

能感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见图 1 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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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table of self-efficacy 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 4. 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表 

效应 Effect BootSE t 
Bootstrap 的 95% CI 

LLCI ULCI 

总效应 0.3323 0.0483 6.8737∗∗∗ 0.2367 0.4279 

直接效应 0.1505 0.0657 2.2893∗ 0.0205 0.2805 

中介效应 0.1818 0.0581  0.0797 0.3029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图 1. 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4. 讨论 

毕业集训学员生活满意度在家庭来源上差异显著，农村来源的学员生活满意度高于城镇，这与中国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的调查结果一致。来自农村的学员通过自己的努

力考取军校，毕业后当军官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其更能认可军

官这个职业，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信心；另外，自国家 2017 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农村地区的发展就坐

上了快车道，经济、环境、医疗等方面较之前都有明显改善，老百姓切实体会到了生活幸福感。而反观

城市，其发展水平因为本身就高，各方面发展增速较慢，居民体验不到明显的发展，且城市的物价、房

价高，生活节奏快，居民的主观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也就不难理解。 
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

在面对挑战时，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全身心专注目标的完成，当他们战胜挑战时，内心会体验到快

乐，这会使得他们比较满意生活现状，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陈容，张琴，2022)。虽然在挑战困难的过

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但他们会主动作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主动性人格

实质是个体对外界的一种外倾性，他们往往会主动出击追求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旦他们有了目标，内心

就会持续产生动力，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树立足够的自信心，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唐小庭，吴光路，

2012)。 
毕业集训学员自我效能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和娟，2015)。这是

因为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会体验到一种自我肯定的积极体验，他们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

情，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确立较高的目标，坚持到底，即使遇到挫折也会很快找到其他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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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目标，使其更容易成功，这样的良性循环让他们对生活越来越满意。 
毕业集训学员主动性人格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生活满意度，又可以通过影响自我效能感间接正向

预测生活满意度。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李佳芹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既可以

直接预测大学生的学校适应，也可以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学校适应进行预测(李佳

芹，2014)。主动性人格可以通过积极的探索尝试或者观察，获得成功的经验或者替代性强化，积极主动

构建人际关系会让个体收获更多的社会支持。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成功经验以及替代强化等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提高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而一般自我效能越高的个体，就越可能以积极的认知和应对方式、

乐观的态度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们更容易战胜困难与挑战，收获成功的喜悦，从而获得更高的

生活满意度。除此之外，在主动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很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中介或调节变量，

这有待于后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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