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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by surveying 450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
agnostic Scale, the Social Support 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Self Made-up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Scale, aims to probe into what effect the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have on their learning well-being, so as to test wheth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an 
work as the regulated variabl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nhancing col-
lege students’ learning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easing the troubled relationship and improv-
ing the social support can raise the levels of learning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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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对其学习幸福感的影响，检验人际关系是否作为调节变量起作用，

为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幸福感提供理论参考。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自编大学

生学习幸福感量表对450名大学生进行测评。研究结果显示缓解人际关系困扰和完善社会支持可以提升

学习幸福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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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幸福感作为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无论任何时代都被人予以高度的关注，甚至将其视为人生追求

的最高目标。随着学习型社会的提出和建设，学习幸福感的研究也日益具体化和丰富化。因为对于学生

而言，学习不仅是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习生涯和受教育过程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活动，也是学生投入时间

和精力最多的活动。由此，学习幸福感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Gallagher 与 Vella-Brodrick (2008)认为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必要条件，而学习幸福感是主观幸福

感在学习过程中这一特殊生活领域中的体现(姜毅超等，2009)。而诸多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

有显著预测作用(Gallagher, E.N. &Vella-Brodrick, D.A., 2008; Zhang et al., 2009)，Burns 和 Machin (2010)
认为社会支持的增加能提升主观幸福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标志，而在大学这个特殊的

阶段和环境之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上。研究指出，中学生的学习幸福感

会受到同学关系的影响(陈洪岩，2007)，Lee 等人(2008)认为调节个体的人际关系和情感需要，可使个体

生活感到幸福和满意；而教师对学生的关注与期待也对学生的学习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付丽丽，2010)。 
因此找到影响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义。基础上述，本研究主要考察大学生在校园学习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对其学习幸福感的影响

力和作用过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随机整群分层的取样方法，选取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期工程学院、重庆广播电视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 45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 426 份，有效回收率 94.7%。 

2.2. 工具 

大学生学习幸福感问卷：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学习幸福感问卷，问卷包括学习主观幸福感和学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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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两个分量表，认知幸福、情感幸福、品质幸福和成长幸福四个维度。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的 1~5 分计分方式，问卷的分半信度为 0.891，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80，效度指标良好。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使用郑日昌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量表由人际交谈、人际交友、

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四个维度组成，共 28 个题。量采用“是”和“否”的方式进行作答，答“是”计 1
分，回答“否”计 0 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人际关系的困扰程度越高。量表的 a 系数为 0.788，分半信度

是 0.764 (洪艳萍等，20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由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

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组成，共 10 个题(郭念锋，2005)。量表第 1~4、8~10 题选择 1~4 项分别计 1~4 分，

第 5 题分 5 个选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记 1~4 分，第 6、7 题回答“无任何来源”计 0 分，

回答“下列来源”，有几个来源计几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2，各题项重测信度在 0.89~0.94 之间。本

研究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某些词汇做了适当的修改。 

2.3. 施测与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被试在课堂上接受测验，并当场回收问卷。运用 SPSS16.0 对收集的有效数

据进行数据统计与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分别将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学习幸福感各分量表及因子进行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的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学习幸福感各分量表及因子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

社会支持除与品质幸福因子的相关不显著外，与学习幸福感其余各分量表及因子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

表现为正向相关。 

3.2. 大学生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对学习幸福感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人际

关系的中介效应，首先以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为预测变量，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 2 个分量表为因变量进

行三者之间的回归分析。运用强迫进入法，根据 Baron 等(1986)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三步回归法进行验

证：第一步检验社会支持对人际关系的预测性，建立回归方程 1；第二步分别考察社会支持对学习主观

幸福感和学习心理幸福感及各因子的预测作用，建立回归方程 2；第三步同时纳入社会支持和中介变量

人际关系变量，检验对学习主观幸福感和学习心理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建立回归方程 3。若三个步骤的

检验结果均显著，且社会支持在第三步中对学习幸福感的预测值比第二步中小，则可以说明人际关系中

介效应的存在。具体结果见表 2 和表 3。 
表 2 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中介变量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的影响，可解释变异的 15.1%；社会支持对

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解释学习主观幸福感 6.1%的变异量，解释认知幸福 3.3%
的变异量，解释情感幸福 4.0%的变异量。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其对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同样有显著

预测性，解释学习主观幸福感变异的 9.6%，社会支持增加了解释率的 1.9%；人际关系解释认知幸福变异

的 5.2%，社会支持增加了解释率的 1.1%；人际关系解释情感幸福变异的 6.1%，社会支持增加了解释率

的 1.3%。 
具有分析发现，当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后，对学习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的解释率从 6.1%降到 1.9%，β

值从 0.247 降到 0.150；对情感幸福的解释率从 4.0%降到 1.3%，β值从 0.199 降到 0.122；对认知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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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s matrix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learning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s 
表 1. 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幸福感的相关矩阵 

 学习主 
观幸福感 

认知 
幸福 

情感 
幸福 

学习心 
理幸福感 

成长 
幸福 

品质 
幸福 

人际 
关系 

人际关系 −0.309** −0.229** −0.247** −0.226** −0.227** −0.153** 1 

社会支持 0.247** 0.182** 0.199** 0.114* 0.127* 0.054 −0.389**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Table 2. The return of the factor analysis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learning well-being of under-
graduates 
表 2. 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因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Beta t 

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 

0.151 62.11*** −0.389 −7.88*** 

学习主观幸福感  0.061 22.70*** 0.247 4.76*** 

认知幸福 0.033 11.95*** 0.182 3.46** 

情感幸福 0.040 14.38 0.199 3.79*** 

学习主观幸福感  人际关系 0.096 36.79*** −0.251 −4.58** 

 社会支持 0.019 22.47*** 0.150 2.73** 

认知幸福 人际关系 0.052 19.27*** −0.186 −3.30** 

 社会支持 0.011 11.60*** 0.110 1.94 

情感幸福 人际关系 0.061 22.60*** −0.200 −3.56*** 

 社会支持 0.013 13.77*** 0.122 2.17*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learning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s 
表 3. 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心理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Beta t 

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 

0.151 62.11*** −0.389 −7.88*** 

学习心理幸福感  0.013 4.58* 0.114 2.14* 

成长幸福 0.016 5.68* 0.127 2.38* 

品质幸福 0.003 1.01 0.054 1.00 

学习心理幸福感 人际关系 0.051 18.79*** −0.214 −3.78*** 

 社会支持 0.001 9.52*** 0.031 0.54 

成长幸福 人际关系 0.052 18.94*** −0.210 −3.70*** 

 社会支持 0.001 9.78*** 0.045 0.80 

品质幸福 人际关系 0.023 8.36** −0.156 −2.71** 

 社会支持 0.000 4.17* −0.007 0.91 

 
解释率从 3.3%降到 1.1%，β值从 0.182 降到 0.110。说明因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社会支持对学习主观幸

福感及因子的作用性有所下降，且下降部分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因此，可以认为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

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因子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路径关系图，见图 1)。 
表 3 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中介变量人际关系存在显著的影响，可解释变异的 15.1%；社会支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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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幸福没有显著的预测效应，但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和成长幸福有显著的预测力，能够解释学习心理幸

福感 1.3%的变异量，解释成长幸福 1.6%的变异量。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其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及各因子均

有显著预测性，解释学习心理幸福感变异的 5.1%，社会支持增加了解释率的 1.9%；解释成长幸福变异的

5.2%，社会支持增加了解释率的 0.1%；解释品质幸福变异的 2.3%，社会支持没有增加解释率。 
具有分析发现，当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后，对学习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的解释率从 1.3%降到 0.1%，β

值从 0.114 降到 0.031；对成长幸福的解释率从 1.6%降到 0.1%，β值从 0.127 降到 0.045；但社会支持的

标准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对品质幸福，虽然社会支持进入了回归方程，但是其对品质幸福的解释率没有

任何的贡献，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说明社会支持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及成长幸福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到人际关系的调节，人际关系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心理幸福感及成长幸福间近乎为完全中介效应，对品质

幸福是完全中介变量(路径关系图，见图 2)。 
 

 
注：括号里的值为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后，社会支持对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因子的间

接影响 

Figure 1. Path diagram of each factor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o-
cial support and learn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s 
图 1. 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的路径关系图 

 

 
注：括号里的值为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后，社会支持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及因子的间

接影响 

Figure 2. Path diagram of each factor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o-
cial support and learn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s 
图 2. 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心理幸福感及各因子的路径关系图 

社会支持

认知幸福

人际关系

情感幸福

学习主观
幸福感

社会支持

成长幸福

学习主观
幸福感

人际关系

品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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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讨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人际关系与学习幸福感各分量表及因子的相关密切，均呈显著负相关；

而社会支持除与品质幸福因子相关不显著外，与学习幸福感其余各量表及因子的正相关系数均达到统计

学水平。说明大学生的人际困扰越少，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学习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单独检验人际

关系、社会支持与学习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显著性结果，与以往张晨，班兰美等(2009)、张灵，郑雪等(2007)
和宋佳萌，范会勇(2013)、丁新华(2007)等，分别探讨两者与主观幸福感的结论趋于一致。另外，研究发

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人际关系上的困

扰就越低。 
大学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学习幸福感彼此之间的相关紧密，而孔风和陈抗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

孤独感在大学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孤独感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反

映指标。因此，我们以人际关系作为中介变量，运用路径分析的回归原理，进一步考察三者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对大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均有显著预测性，它们共同解释了学

习主观幸福感总变异的 11.5%、认知幸福变异的 6.3%和情感幸福变异的 7.4%。当纳入人际关系变量后，

社会支持对三者的解释率分别从 6.1%降至 1.9%、从 4.0%降至 1.3%、从 3.3%降至 1.1%；说明当出现人

际关系后，社会支持虽然仍对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有预测效应，但其预测力明显下降，且下降部分

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人际关系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另外，结果还显示：人际关系对学习心理幸

福感及各因子的预测作用明显，而社会支持仅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和成长幸福因子的影响性显著，分别解

释了变异量的 1.3%和 1.6%，对品质幸福因子的影响不明显。当纳入人际关系后，两变量对大学生学习心

理幸福感及各因子的回归模型均有意义，分别共同解释了变异的 5.2%、5.3%和 2.3%；与此同时，社会

支持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和成长幸福因子的解释量都降至 0.1%，预测力很低；对品质幸福虽然社会支持进

入了回归方程，但对其的解释为 0，此时它对品质幸福的作用完全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这说明人际关

系对社会支持与学习心理幸福感和成长幸福的作用接近于完全中介，而在社会支持和品质幸福之间起完

全中介作用。 
总体结果表明，当大学生获得或体验到较多的社会支持，他们的人际困扰就会越轻，面对学习能更

好的融入和适应，产生较高的幸福体验。另外，从结果中不难发现，虽然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对学习幸

福感有显著预测力，但是它们的解释率都十分小。这一方面说明影响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样且

复杂的，需要进行不断地探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对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影响力相对

较小，可以接受不用将其归入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的结构模型中，而只考察其影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前面我们对大学生学习幸福感结构的探索与验证结果相印证。 

5. 研究结论 

1) 大学生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学习幸福感各分量表及因子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品质

幸福因子的相关不显著，与学习幸福感其余各分量表及因子均为显著的正向相关。 
2) 社会支持对学习主观幸福感及各因子既有直接预测效果，又通过人际关系有间接效应，人际关系

可作为两者间的中介变量。 
3) 社会支持对学习心理幸福感和成长幸福有直接预测作用，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与学习心理幸福感

及成长幸福间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对品质幸福的影响完全通过人际关系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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