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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ce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2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Future time Perception Scal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imple Coping Style Scal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Happiness Index. Results: 1) correla-
tion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future time perception,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coping, emotional index and life satisfaction (p < 0.01). Negative coping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uture time perception (p < 0.01), but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2)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s that future 
time perception can influ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
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includes three paths—the single mediating ef-
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pos-
itive coping. Conclusion: 1) the future time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ir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ly deal with the indi-
rect impact; 2) Individuals’ negative cop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about negative conse-
quences and reduc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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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其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幸福感指

数量表对32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相关分析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积极应对、

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社会支持和主观满意度相关不显著。2)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能通过社

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了三条路径——社会支持和积
极应对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1)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

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间接影响；2) 大学生消极应对并不一定

带来消极的后果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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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来时间洞察力(Future Time Perception, FTP)是个体对未来对人生剩余时间的知觉，是从受限的未来

到开放的未来的一个单维结构(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对人类的认知、动机和情绪具有重大影

响(Carstensen, 2006)，是时间洞察力的一部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幸福感之间呈正相

关，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于维持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宋其争，2004)。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

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吴明霞，2000)，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部分。

丁新华、王极盛(2004)指出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个体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衡量指标。在许多解释未

来时间洞察力的影响机制的理论中，由 Carstensen 于 1987 年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al 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以下简称 SST)能够为探究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论

解释框架(Carstensen, 1987)。该理论认为个体对未来生命中所剩时间的感知是个体动机的组成部分，影响

着社会目标的优先性选择。知觉到未来时间充足时，优先选择以获取知识为目标，就更有可能选择那些

为未来做准备、能拓展个人视野的目标，并广泛地社交、扩大交际圈(敖玲敏，吕厚超，黄希庭，2011)。
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高可以给个体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更多的朋友，更广的社交圈子；二是获得更多

应对未来的信息和知识(梁群君，武碧云，林妙莲，李放，郑雪，2017)。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Thomas, 2001)。时间洞察力对个体社交的影

响，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体有更多的朋友，因此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影响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研

究表明社交圈子越大，其中包含的成员数量越多，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大(Platt, Keyes, & Ko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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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并且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个人资源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获得高水平幸福

感不可或缺的因素(Gallagher & Vella-Brodrick, 2008)。宋佳萌和范会勇(2013)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

系的元分析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压力事件下偏爱或习惯采用的应对策略的总和，一般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

个方面(解亚宁，1998)。黄希庭等(2000)的研究认为，应对是个体为缓解心理压力而做出一系列的认知与

行为上的努力。一方面，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个体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的影响，可能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

宋其争(2004)的研究发现一般未来洞察力高的大学生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策略水平更高。未来时间洞察力

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使个体采取有益于未来收益的积极行为，积极应对方式就是一种有益于未来收益的

行为方式，而抑制个体采用逃避、发泄、破坏等暂时获益的消极应对方式。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均表明，

个体面对压力源时采用不同性质的应对方式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积极有效、直接面对问题的应

对往往有助于问题解决，而消极或者回避问题的方式做了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状态(Chen, 
Cheung, Gray, & Lee, 2004; Margaret et al., 1998)。对于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得出了不一致

的结果。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

著负相关(佟月华，2004)，也有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

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张建人，黄懿，2007)。 
同时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他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一般或特定的支持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

助个体应付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Margaret et al., 1998; Thomas, 2000)。因此良好的社会支持会为个体

提供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信息，使个体更可能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王桢，陈雪峰，时勘(2006)的研究发现社

会支持能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的积极应对。但过去的研究只分别单独研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未来时间

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缺乏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逻辑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根据上文所述，本研究拟构建一个包括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多重

中介模型，该模型有双重中介和链式中介模型构成，假设模型如图 1。 
 

 
Figure 1. Multiple mediation hypothesis model 
图 1. 多重中介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325 份，其中男生 110 份(33.8%)，女生 215
份(66.2%)；大一 68 人(20.9%)，大二 70 人(21.5%)，大三 104 人(32.0%)，大四 83 人(25.5%)；年龄介于

17~25 岁之间，均值为 20.78 岁，标准差为 1.606。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时间洞察力 
采用 Lv & Huang (2016)编制的青少年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该量表共 28 个项目，由未来消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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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积极、未来迷茫、未来清晰、未来坚持和未来计划六个维度所构成，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法，1 代

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该量表各维度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66~0.88，重测信度为 0.71~0.86，信

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3，各分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60~0.90。 

2.2.2. 主观幸福感 
采用 Campbell, Converse 和 Rodgers (1976)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的中文版，测量个体当前体验到的幸福

程度，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由 8 个题项组成，它们从不同

的角度描述了情感的内涵；而后者仅有 1 个题项，共 9 个题项，1~7 级评分。本研究只采用该量表的总

体情感指数来代表个体的主观幸福程度，而生活满意度则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

本研究中总体情感指数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1，分数越高代表个体情感体验越好。 
Diener, Emmons, Larsen 和 Griffin (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共包含 5 个题项，1~7 级评

分，该量表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个体对于当前生活的满意程度，题项示例：“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接近

我的理想状态”“我满意我的生活”。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85。 
将总体情感指数的标准分加生活满意度标准分作为主观幸福感得分。 

2.2.3. 社会支持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社会关系

的 3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分别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采用四点评分方式，总得分

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68。 

2.2.4. 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中文版简易应对方式量表测量个体在遇到应激时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该量

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2 个方面，采用 4 点计分法，从 1 表示“不采取”到 4 表

示“经常采取”。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5。积极应对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6，
消极应对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6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Hayes (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6。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效应(周浩，龙立荣，2004)。因

此，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发现在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6.66%，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性别、年龄和年级与所有研究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积极

应对、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未来时间洞察力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

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因此不再分析消极应对的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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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积极应对 2.93 (0.39) 1     

2 消极应对 2.39 (0.45) 0.21** 1    

3 未来时间洞察力 3.51 (0.54) 0.43** −0.20** 1   

4 主观幸福感 4.04 (1.09) 0.44** −0.04 0.685** 1  

5 社会支持 33.8 (5.68) 0.38** −0.03 0.33** 0.40** 1 

3.3.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多重中介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6 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该方法可以对链

式中介模型进行整合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2)：未来积极时间洞察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47，p < 0.01)、积极应对(β = 0.28，p < 0.01)和社会支持(β = 0.26，p < 0.01)；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

测积极应对(β = 0.38，p < 0.01)和主观幸福感(β = 0.23，p < 0.01)；积极应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β = 0.15，p < 0.01)。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分别计算 95%的自信区间，结果如表 3 所示。中介效应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 0 值，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未来时

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构成：第一，由未来时

间洞察力→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0.052，占总效应的 7.57%)；第二由未来时间洞察力→社会支持→积

极应对→主观幸福感(0.012，占总效应的 1.70%)；第三，由未来时间洞察力→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0.046，
占总效应的 6.72%)。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多重中介模型，见图 2。 

 
Table 2.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表 2. 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社会支持 FTP 0.32 0.10 0.32 0.21 0.42 6.03*** 

积极应对 
社会支持 0.48 0.23 0.27 0.16 0.37 5.08*** 

FTP   0.33 0.23 0.44 6.41***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0.72 0.51 0.16 0.08 0.25 3.76*** 

积极应对   0.14 0.05 0.23 3.09** 

FTP   0.58 0.49 0.66 13.04***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result 
表 3. 中介效应结果 

 间接 
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 
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10 0.026 0.064 0.166 15.98% 

间接效应 1 0.052 0.018 0.022 0.094 7.57% 

间接效应 2 0.012 0.005 0.004 0.025 1.70% 

间接效应 3 0.046 0.019 0.015 0.090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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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图 2. 多重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其主观幸福感

也较高，并且在多重中介模型中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与前人研究是一致的，

庄妍，张典兵(2015)对其解释为未来时间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支配现在把握未来，这种对自身发展的

掌控感，能使其对当下的生活状态产生较高水平的幸福感体验。 

4.2.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仅通过直接路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还通过社会支持和积极应

对的中介效应产生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积极应对

的链式中介作用。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高未来时间洞察力能使个体的拥有更多朋友，交际圈子更大。

大规模社会网的人在两方面都占优势：不仅在网络中潜在的社会支持提供者多，而且每个成员提供支持

的可能性大(贺寨平，2001)。社会支持能够影响主观幸福感，良好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维持个体一般的良好

情绪体验。虽然处于交际圈外围的人与亲属和挚友相比关系较弱，但 Granovettor (1973)认为弱关系可以

将信息传递给不熟悉此信息的另一群体的人，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交际圈越大，获得的关于解决问

题的信息就越多，成为个体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这种环境资源是个体应对方式所依赖的一种重要的环

境资源(叶一舵，申艳娥，2002)。 
积极的应对方式在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表明高未来时间洞

察力的大学生主要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主动适时的解决问题、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体验到较高水平的

主观幸福感。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和期待能够促使个体采用更积极的行为，这些积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

行为同时也提高个体的满意度和积极情绪。 

4.3. 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消极应对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呈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和主观满意度相关不显著。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高能抑制个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以往研究也发现，未来取向会抑制消极的应

对方式，从而提高个体活力和自我控制感，促使个体主动寻求缓解不良情绪方法(Chua, Milfont, & Jose, 
2015)。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王桢，陈雪峰，时勘，2006)。
消极应对主要通过回避、发泄、破坏等手段应对碰到的问题，无法从社会支持当中得到帮助(满丛英，吴

贤华，2019)。本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与张建人，黄懿(2007)的研

究结果一致，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是一定带来消极的后果，相反这种应对方式有时的确可以使人放松，

心情变得愉快，缓解所承受的压力。不同的应对方式在不同时间和情景，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

结果(解亚宁，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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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议与不足 

本研究结果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可塑性(Lang & 
Carstensen, 2002)，可以通过设想美好未来，提升个体的未来时间洞察力(Shipp, Edwards, & Lambert, 2009)。
因此，学校应当引导大学生关注未来，建立对未来美好的信心和期待。其次，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主观

幸福感水平，大学生应关注社会支持，学校应当鼓励开展社团和学生会等活动锻炼大学生社交技巧，增

加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机会。然后，学校要引导学生在面对压力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学会利用社会支

持网络提供的信息，主动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如面对压力时采用符合现实情境的解决办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问卷调查法，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等主观

因素的影响。其次，被试在男女性别分布上不太平衡，并没有发现研究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最后本研

究属于横断研究，未来研究可以纵向追踪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5. 结论 

1) 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可以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其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间接

影响；2) 个体消极应对并不一定带来消极的后果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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