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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探讨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研究采用了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和总体幸福

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对381名川渝在校生进行调查，并通过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 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偏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关系上有显著差异。2) 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得分和父母关爱与鼓励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控制因子呈显著负相关。3)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

式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关系上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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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parenting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tudy adopted parental rearing style questionnaires and overall well-being questionnaires as 
survey tools for 381 college students from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e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by SPSS 16.0 showed that: 1)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s low, and subjec-
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and pa-
rental relationship. 2) Subjective well-being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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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arental care and encouraging autonomy factors, and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al control factors. 3) The college parenting style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
tal education level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arenting Model, Subjective Well-Being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而幸福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部分，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对幸福感的研究已涉及到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方式、对幸福感

的看法、影响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因素等领域。主观幸福感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

生活满意度，一个是情感体验，前者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后者是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对

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就越多，消极情感就越少，则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丁新

华，王极盛，2004)。而家庭是子女成长的主要场所，家庭中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中的关系，

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家庭教养方式。由于以往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教养方式有双

向的和单向的区别，那么本研究中主要谈论的是父母对子女单向的影响。 
大学生正处于自我意识迅速发展，自我同一性确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渐趋于稳固，以及

较能客观的认识和自我评价的重要阶段，所以研究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影响因素是很有必要的。目

前，我国关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而家庭作为子女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场

所，其对子女的影响深远，本研究正是想去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具体联系，通过

引导积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去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从而让他们有更高的幸福感体验和健康的心理环

境。 

1.2.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内在联系，可以有根据的给家庭以积极的教养方式的

意见，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体验。 

2. 文献综述 

2.1.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概述 

总体幸福感量表(汪向东，1999，GWB)，该量表有 33 项，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国内段建华对其

进行了修订，本研究使用了修订后的量表。 
国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成年被试基础上，针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并不是

很多。 
国内关于大学生这个集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目前来看还不是很多，大多数是像人际关系、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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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应对方式、自尊等方面与总体幸福感的研究。我国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还主要是集中在老年人群，从本世纪初至今，才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比较深入。并且不断丰

富内容，尝试了不同的方法，跨文化研究也增多了(卞小华，费昕，2007)。 

2.2. 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概述 

认同度较高的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给予子女的情感气氛的集合体，包括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抚养

行为，是父母教育观念的反映。本研究也正是采用这一定义。 
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测量开始于 20 世纪中叶，Schaefer 编写了儿童对家庭教育行为的评价量表。由于

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国心理学家岳冬梅等人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它也是国内研究父母教养方式

最有力最客观运用最广泛的工具。该量表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教养行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岳冬

梅，李鸣果，金魁，1993)。 

2.3. 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胡军生在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中得出：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胡军生，滕兰芳，王登峰，2007)。 
在父母教养方式中，影响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是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母亲的拒绝否认和

父亲的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这些教养行为影响了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其中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理解

的教养方式程度越高，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强。反之，若父母采取极端的行为，比如溺爱，严

厉苛责等会让子女在生活体验等方面产生偏差，从而可能会造成心理障碍，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谢虹，

艾洗淮，朱宝俊，2001)。 
对北京市某中学进行调查，测量工具为自编的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正性兴趣、家庭满意感、

自我满意感、学习满意感、同伴交往满意感、教师满意感、生活条件满意感七个因子)和父母教养方式量

表(王极盛，丁新华，2003)。结果显示：初中生总体幸福感与各因子与父亲和母亲的理解型教养方式呈显

著正相关，与放任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总体幸福感、正性情感、教师满意感和生活条件满意感均

与父母的严惩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父亲理解、母亲理解、父亲放任和严惩型教养

方式依次进入对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方程中，对其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父亲的严厉惩罚、过

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被试 5 个因子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其中，父亲的拒绝否认会减

低主观幸福感，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同样，母亲的惩罚严厉、过分干

涉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黄晓艳，2007)。 
在研究父母的教育方式与子女的焦虑水平时发现：父母亲温暖的情感和理解与学生焦虑水平有显著

的负相关，父母亲的严厉惩罚与学生的焦虑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王欣，苏晓巍，王岩，刘欣，宋耀先，

任力，2000)。 
曾晓强(2010)在父母教育方式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得出：父母养育方式与自我

效能感、自尊、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且，自尊，社会支持感知是父母养育方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

管夏瑜，洪慧敏(2011)的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教养

方式能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而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使大学生的主观幸福体验大大降低。 
李冬霞等(2007)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父母的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中得出：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对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父母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对大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的影响。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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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看出，不仅大学生，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较多。 
虽然我国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已经起步，但是关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的干预研究还没有充分开展。一般都较为宏观的从社会、学校、家庭去考虑改善和提高。 

2.4. 已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我国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已经起步，但一般都较为宏观的从社会、学

校、家庭去考虑改善和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很少考虑到主观幸福感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研究，

从家庭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加具体的考虑家庭

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大一到大四学生主观幸福和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并能给出有

针对性的建议。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 
假设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体验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父母教养方式中的关爱与鼓励因子呈显著正相关。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面向川渝地区大一到大四的在校本科生，将网络取样和实地随机发放问卷取样相结合，共发放问卷

430 份，收回 413 份。并对问卷质量进行审核，剔除无效问卷，获取有效问卷 381 份。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已有的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总体幸福感量表。 

4. 结果与分析 

4.1. 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概述 

由表 1 可知大学生在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上的标准差和均值较小且较为相似，说明数据的同质性较

好，得分较为集中，说明父亲和母亲对自己孩子比较关爱、理解、支持和鼓励独立自主，同时又会在一

定程度上干涉孩子的成长，限制孩子的自由的倾向。 
从上表看出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兴趣以及对情感和行为控制的均分都较低，感到较为紧张且精力较差。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各因子的标准差都较低，差异不大，说明所测到的群体在主观幸福感的 6 个因子上

的离散程度较低，均值也低，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不高。 

4.2. 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由表 2 可知，整体上，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各维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其

中母亲控制因子与主观幸福感量表中的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以及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呈低的负相关(r = 
−0.4~0.2)，父亲控制因子也和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呈低的负相关。另外，精力和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与家

庭教养方式中的父亲的关爱、父母的鼓励自主因子存在低的正相关(r = 0.2~0.4)，松弛和紧张也与家庭教

养方式中的母亲鼓励因子存在低的正相关，与母亲关爱、父亲关爱、父亲鼓励因子存在低的正相关，精

力和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与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母亲关爱因子存在中等正相关(r = 0.4~0.7)，而对健康的担心

与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之间均不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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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rear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1.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描述统计 

  Max Min M ± SD 

母亲 

关爱因子 4.00 1.45 2.83 ± 0.48 

鼓励自主因子 4.00 1.00 2.83 ± 0.58 

控制因子 3.33 1.33 2.22 ± 0.41 

父亲 

关爱因子 3.91 1.36 2.73 ± 0.49 

鼓励自主因子 4.00 1.00 2.80 ± 0.57 

控制因子 3.33 1.17 2.17 ± 0.42 

主观幸福感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5.50 1.00 3.40 ± 0.93 

对健康的担心 8.50 1.50 4.77 ± 1.33 

精力 7.00 2.25 4.61 ± 0.96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7.67 1.33 5.03 ± 1.17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5.67 1.33 3.79 ± 0.85 

松弛和紧张 6.50 2.00 4.11 ± 0.84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family rear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矩阵 

 母亲关爱 
因子 

母亲鼓励 
自主因子 

母亲控制 
因子 

父亲关爱 
因子 

父亲鼓励 
自主因子 

父亲控制 
因子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0.24**   0.23**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0.41** 0.31**  0.37** 0.30**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0.42** 0.38** −0.20** 0.36** 0.40**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0.25**  −0.25**   −0.29** 

松弛和紧张 0.28** 0.33**  0.20** 0.29**  

注：小于 0.2 的相关系数不予显示；**表示显著性 P 值或说 sig 值小于 0.01。 

5. 讨论 

5.1.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的情况分析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总体情况分析 
结果表明，大学生在父母控制因子上的均分较高，说明大学生受到了父母的高控制。同时在关爱因

子上均分也挺高的，说明大学生也有真正体会到了来自父母的关爱。父母的高关爱、高控制表明家庭教

养方式为权威型。另外，母亲的关爱因子、鼓励因子、控制因子的得分普遍比父亲的关爱、鼓励自主、

控制因子上的得分高，有可能，在孩子出生到长大这一段时间里，母亲与孩子的接触时间稍微会比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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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母亲在孩子早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女性会比男性在语言表达、情感传递等方面更加直接、

温暖和耐心。 

5.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分析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分析 
所测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的 6 个因子的均值都较低，均值差异不大，离散程度较低，说明该群体的

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低，对生活比较不满意。这与预期假设不相符合，可能在大学生活里面临人际关

系、实践活动、学业、恋爱、室友关系等种种问题，使得大学生压力较大，主观幸福感低，生活不太满意。 

5.3.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讨论 

5.3.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母亲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母亲的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存在低的正相关，与母亲的

控制因子存在低的负相关，这种研究结果表明母亲对孩子的关爱、理解、支持，鼓励孩子独立和自主可

以提高孩子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能对孩子产生持续性的作用。另外，母亲过度操控孩子的自由，会对孩

子带来消极的情感，不利于孩子积极情感的发展，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们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5.3.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父亲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也与父亲的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存在低的正相关，与父亲

的控制因子存在低的负相关，这种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对孩子的理解、鼓励孩子独立和自主可以提高孩子

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能对孩子产生持续性的作用。另外，父亲过度控制孩子的自由，会不利于孩子积极

情感的发展，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子们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5.3.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家庭教养方式的结果分析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也与父母的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低度正相关，与父母的控制因子存在低的

负相关。并且家庭教养方式会对子女的生活起持续性的影响。若以权威型、溺爱型、忽视型、民主型这

四种家庭教养方式来说的话，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来看，父母更应该采用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一方

面鼓励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大胆去做、另一方面也适当的给予孩子们关爱、意见。让他们在这样的家

庭教养方式下，学会独立自主，有思考的空间自由。也就是说，父母如果可以以温和、包容、理解、支

持、鼓励、等方式来对待子女的话，这样孩子们才会有更多的积极的体验，家庭的温暖。这样更容易形

成和谐的亲子关系。如果采用不理解、权威、强制等方式对子女的话，会对孩子们的身心带来严重的伤

害，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孤独感和低主观幸福感体验。 

6. 结论 

1) 父母教养方式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专业类别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生源地、年级、父亲母亲

受教育程度、父母关系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偏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关系上有显著差异。具

有良好父母关系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具有较差父母关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3)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家庭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鼓励自主等)可以提高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过度控制等)会降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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