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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现状，探讨父母离异的高职生自杀倾向影响因

素以及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自编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表、青少年自杀倾向量

表、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对某高职院校907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于本研究需要的被试

为单亲离异家庭高职生，因此研究对象以筛选出的58名离异家庭高职生为主。结果：离异单亲家庭高职

生拥有意义感女生低于男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没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

生命意义感高于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女生的自杀认同显著高于男生，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绝望感显著

高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对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结论：生命意义感得分低

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更易产生自杀意念，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生命意义感教育

从而降低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自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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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y 
among senior students from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icidal tendency among senior students with divorced par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y. Methods: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on gener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Adolescent Suicidal Tendency Scale (ASTS), and th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Meaningfulness of Life Scale (MLQ) were used to survey 907 students in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based on the screened 58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divorced families, as the subjects needed for this study were the single-parent divorced-family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Results: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y senior students had a lower 
sense of meaning for girls than boys, the total score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for girls than for boys, and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of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y se-
nior students without physical illn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enior students with physical illness; 
the suicide identity of gir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boys, and the sense of despair of 
senior students with physical illne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nior students without 
physical illnes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y. Conclusio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with low scores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suicidal ideation.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shoul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so as to reduce the suicidal tendenc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divorc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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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命意义感指拥有强烈的生活目的的主观体验与感受(聂晗颖，甘怡群，2017)。包括两个方面，一个

是拥有意义感，强调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感受，另一个是寻求意义感，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

的主动追寻。 
自杀倾向指个体所产生的想要自杀和出现严重自我伤害行为的想法，是自杀的前临床阶段，能预测

自杀行为(苏斌原等，2015)。有自杀倾向的个体认知方式是消极负面的，相应的，情绪反应也是消极负性

的，这会让其丧失生活动力，失去对未来的憧憬。最后出现极端行为，即自杀行为(梁思雨，2020)。近十

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离婚已经成为人们摆脱

情感困境、追求个人自由和美满婚姻的一种选择，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尤其高职学生中属于离

异单亲家庭的数量逐年呈现上升趋势。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发展与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

关注，这部分学生由于长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由父母一方或交由其他监护人抚养，亲子关系常常

处于失调状态，因此，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不适应表现(郝江华，2007；刘苗，2013)对人生

的思考更加悲观，对生命意义感体验更加趋于消极，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想法与行为给家庭、学校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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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心理健康是个体成长的必然条件，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体现，同时

也是心理健康状态的积极指标，个体的心理问题和自杀行为产生都与其缺乏生命意义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在亲子关系失调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进而出现自杀倾向。由此，

本研究关注离异家庭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自杀倾向影响因素以及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两者之间的关

系，不仅仅对高职生自身成长、家庭的幸福以及教育的发展有利，而且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方法，选取江苏省某高职院校学生共 950 名为研究对象，收回有效问卷 907 份，问卷

回收率为 95.4%。其中男生 238 名(26.2%)，女生 669 名(73.8%)，完整家庭学生 808 名(89.1%)，离异家庭

58 名(6.4%)，重组家庭 27 名(3.0%)，其他 14 名(1.5%)，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离异单亲家庭高职

生，因此只筛选出离异家庭的 58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 
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有无身体疾病、家庭类型、父母学历等信息。 

2.2.2. 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生命意义感量表(MLQ)中文修订版。量表最初由 Steger 编制，后经过王鑫强等(2013)翻译以及完善，

分为生命意义感拥有与生命意义感寻求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生命

意义感越强。在本研究中，生命意义感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6。 

2.2.3. 青少年自杀倾向的测量 
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该量表不仅可以有效评估中小学生自杀倾向，同时也是评估大学生自杀倾向

的测量工具(陆双鹤等，2020)。该量表包括掩饰性(1~5 题)、绝望感(6~9 题)、自杀认同(10~12 题)和自杀

准备(13~20 题)四个维度，共 20 个项目。其中有 3(10、11、12)个项目需要反向计分。计分范围为 0~4 分。

量表分为 4 个分量表，分别为“掩饰性”(1、2、3、4、5)，“绝望感”为(6、7、8、9)，“自杀认同”(10、
11、12)，“自杀准备”(13、14、15、16、17、18、19、20)。总分为 6~20 的项目得分之和。判断结果为

5 个等级，0~14 为“正常”，15~21 为“有些”，22~30 为“中等”，31~40 为“较高”，41 以上为“很

高”。掩饰性均分 3~4 为高。在本研究中，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4。 

2.3. 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影响高职院校单亲家庭高职生生

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的因素进行分析，运用相关分析和多重回归分析研究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两者间

的关系。 

3. 结果 

3.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差异分析 

使用生命意义感量表，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方法对筛选出的 58 名离异单亲

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做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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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1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拥有意义感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228, p < 0.05)，

拥有意义感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生命意义感总量表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235, p < 0.05)，生命

意义感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寻求意义和生命意义感总维度在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极其显著(p < 
0.01)，都表现为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极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维度得分，拥有意义在有无身体疾病差

异显著(t = 3.05, p < 0.05)，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 
 

Table 1.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by gender and presence of physical diseases (M ± SD, N = 58) 
表 1. 生命意义感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表(M ± SD, N = 58) 

类别 男 M (SD) 女 M (SD) t 没有身体疾病 
M (SD) 

有身体疾病 
M (SD) t 

寻求意义 25.4 (4.14) 15.0 (12.2) 1.801 25.4 (4.14) 15.0 (12.2) 4.08*** 

拥有意义 19.9 (4.20) 12.5 (9.57) 2.228* 19.9 (4.20) 12.5 (9.57) 3.05** 

生命意义感 45.3 (6.94) 27.5 (21.8) 2.235* 45.2 (6.94) 27.5 (21.80) 4.06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1.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家庭因素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 ANOVA 分析法分析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在家庭因素(父母学历、父母离异时

间)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均无影响。 

3.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差异分析 

使用青少年自杀倾向量表，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ANOVA 分析方法对筛选出的 58 名离异

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做差异分析。 

3.2.1.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2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自杀认同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t = −2.715, p < 0.05)，自

杀认同维度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绝望感维度上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t = −2.424, p < 0.05)，有身体疾

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没有身体疾病。 
 

Table 2.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uicidal tendencies by gender and presence of physical illnesses (M ± SD, N = 58) 
表 2. 自杀倾向在性别及有无身体疾病上的差异分析表(M ± SD, N = 58) 

类别 男 M (SD) 女 M (SD) t 没有身体疾病 
M (SD) 

有身体疾病 
M (SD) t 

掩饰性 16.5 (2.12) 16.5 (2.20) 0.041 16.5 (2.22) 16.5 (0.58) −0.016 

绝望感 7.95 (4.40) 9.65 (4.60) −1.324 8.74 (4.30) 14.3 (5.68) −2.424* 

自杀认同 4.56 (1.82) 6.28 (2.95) −2.715* 5.46 (2.42) 9.50 (4.43) −1.801 

自杀准备 10.1 (2.93) 11.9 (5.86) −1.259 10.8 (3.91) 19.8 (11.7) −1.527 

自杀总分 22.6 (7.82) 27.9 (11.8) −1.729 24.9 (8.87) 43.5 (21.1) −1.744 

注：*p < 0.05。 

3.2.2.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家庭因素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 ANOVA 分析法分析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在家庭因素(父母学历、父母离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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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自杀倾向均无影响。 

3.3.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倾向的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各变量与自杀倾向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做分析。如

表 3 所示，生命意义感两个子维度与总分和自杀倾向 5 个因子与总分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

掩饰性维度之外，生命意义感的各维度与自杀倾向的各维度存在显著相关(p < 0.05) (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among senior students from divorced sin-
gle-parent families 
表 3.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和自杀倾向的相关关系 

 寻求意义 拥有意义 生命意义感 掩饰性 绝望感 自杀认同 自杀准备 自杀总分 

寻求意义 1        

拥有意义 0.627** 1       

生命意义感 0.913** 0.890** 1      

掩饰性 0.090 −0.065 0.019 1     

绝望感 −0.454** −0.542** −0.549** 0.211 1    

自杀认同 −0.572** −0.574** −0.635** −0.026 0.673** 1   

自杀准备 −0.489** −0.517** −0.557** 0.078 0.572** 0.699** 1  

自杀总分 −0.567** −0.616** −0.654** 0.119 0.860** 0.865** 0.890** 1 

注：**p < 0.01。 

3.4.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的回归分析 

以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拥有意义感、寻找意义感为自变量，以自杀总分作为因变量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r2 = 0.433，说明生命意义感对自杀倾向的预测有效性达到 43.3%，

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水平(F = 21.034, p = 0.000 < 0.001)，说明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

系(β = −0.58, p < 0.05)。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and suicidal tendencies (M ± SD, N = 58) 
表 4.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回归分析表(M ± SD, N = 58)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 b β t 

自杀倾向 

模型汇总 0.658 0.433    

拥有意义   −0.36 −0.16 −0.74 

生命意义   −0.58 −0.51 −2.28* 

注：*p < 0.05。 

4. 讨论 

拥有意义感、生命意义感总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都是女生得分显著低于男生，表明女生对自己

活得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低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王一卓，2022)，这可能与社会角色定位

有关，传统的观念认为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利，本身被赋予的社会期望较高，因此，男生的拥

有意义感高于女生，女生的拥有意义感较低的缘故可能受到一些复杂和多元化的自媒体影响，女性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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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和新时代角色期待下，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意义

感各维度在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都表现为没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极显著高于有身体疾病维度得分，

表明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相比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来说，不能觉察到自己生命目的、

使命、首要目标。这可能与他们受到病痛的折磨有关，对人生的思考、生命价值的探索停留在身体康复，

思维方式受到局限，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更加趋于消极，因此，生命意义感较低。 
自杀认同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自杀认同维度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杨雪龙(2006)研究结果一

致，表明女生在思想上比男生更加认可和接受自杀行为。这可能女性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加感性，比起男

性更容易表露自己的想法。而男性在思想和行为上相对理性，会想到更加有效客观地办法解决困难，因

此自杀认同相对较低。另外，绝望感维度上有无身体疾病差异显著，有身体疾病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没

有身体疾病，这表明有身体疾病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抑郁、绝望的情绪水平高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

生。这与张玉腾(2018)研究结果一致，身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其无法控制的，当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对自

身身体状况无能为力、同时缺乏陪伴和关心时就会产生绝望感，可能会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 
家庭因素对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自杀倾向均无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已经

适应了没有父母的陪伴，逐渐的将重点转移到同伴关系或者关注自身问题上，更多的开始思考在社会角

色中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内心开始接受不完整的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因此，家庭因素对单离异亲家庭

高职生影响并不明显。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说明生命意义感越弱，自杀倾向越强，反之，生命

意义感越强，自杀倾向越弱。此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得分低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更容易产生自杀倾向。

能够体会到更多生命意义感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拥有理想，对生活目标的追求明确，深感肩负重任，

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更愿意去奋斗拼搏，并能在逆境中迅速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挫折与困难。因此，不

易产生自杀倾向。 

5. 结论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拥有意义感女生低于男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女生显著低于男生，没有身体疾病

的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生命意义感高于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女生的自杀认同显著高于男生，有身体疾

病的高职生绝望感显著高于没有身体疾病的高职生。 
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家庭因素对生命意义感与自杀倾向均无影响。 
生命意义感对自杀倾向存在显著负向预测关系。 

6. 建议 

家庭中，父母要重视对子女精神生活的引导，心理上尊重子女，不唯分数论，轻易否定其价值，给

予其自主权，培养其子女战胜挫折的毅力和能力。 
学校要加强生命教育，鼓励教师开设生命教育选修类课程，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借助生命教学资源，

唤醒和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生命道德以及生命智慧，引导学生追求生命价值，解决生命困惑。尤其是

要加强离异单亲家庭高职生的生命教育，体现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首先要重视死亡教育，认识到死

亡是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避讳谈死亡话题，不美化死亡，引导学生学敬畏生命，激励学生珍爱生

命，深入思考生命意义，另外，学校要建立单亲离异家庭学生档案，关注学生心理发展和生活状况，及

时给予关爱与帮助。 
离异单亲家庭学生没有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大多缺乏家庭的温暖，部分学生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现象，

包括学习、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方面存在各种困扰，进而导致对人生的思考相对较消极，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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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容易产生极端思想。对此，社会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可以考虑联合一些心理机构给予单亲离

异家庭学生相关的心理辅导、尤其是关于生命意义和自我发展等方面的辅导。另外，要完善社会心理服

务机制，整合社区资源，加强社区心理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为单亲家庭提供婚姻、心理咨询服务，为

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提供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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