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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意义感是影响个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社会角色退出以及

死亡临近等生活压力事件，生命意义感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老年人生命

意义感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以发现其存在的不足，为探索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提升路径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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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health of 
individual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reatened and challenged by stressful life events, such as physical 
deterioration, withdrawal from social roles, and imminent death. Therefore, by sorting out rele-
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in the 
elderly, so as to find its shortcomings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improve-
ment path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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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我国老龄化趋势突显。截止 2020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达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据预测，到 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超 3 亿人，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峰值 4.83 亿

人(付金祥，2021)，届时将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马源鸿，邹广天，2020)，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峻。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一系列老年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冲击。生命意义感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预测指标((Hallford et al., 2018；
汪涯海，2021)，在帮助老年群体探索自我价值、预防心理问题以及增强幸福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影

响着老年人的成功老化，探讨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刻不容缓(张斌等，2015)。 

2. 生命意义感的概念 

早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哲学范畴，而后由 Frankl (1984)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最早

对其进行定义，他指出生命意义是个体在人生历程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知与寻求，是克服挫折的核心

要素。Steger 等人指出生命意义感包含动机和认知两个成分，并基于此提出了生命意义的二维模型，即

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Steger et al., 2006)。拥有意义是指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体验与评价；而寻求意义

则是指个体在理解自身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命目标，并在追寻过程中实现生命意义。鉴于此，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是老年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同与寻求。 

3. 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目前主要采用自陈问卷法测量生命意义感，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下几种：Battista 和 Almond (1973)编
制的生命观指数量表，以测量个体对生命目标的认知能力及程度，包含整体规划、目的达成两个维度，

各有 14 个条目，共 28 项，在青少年群体中运用较广(杨牡娟，2010)。Antonovsky (1979)编制的一致感量

表，主要通过测量个体对自己的控制力来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包括综合性、可控性、意义感三个维度，

共 39 项，在运用中有较好的信效度。Steger 等人(2006)编制后由王孟成和戴晓阳(2008)修订的人生意义量

表，以测量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及寻求的程度，包含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两个维度，各有 5 个条目，

共 10 项，该量表最早运用在大学生群体中，随着研究的拓展，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年龄人群上也有较

好的适用性(姜娜等，2018)。台湾学者蔡坤良(2004)修订的生命意义量表，包括自我统整、自我评价、自

我实现三个维度构成，共 11 项，在养老机构老年样本中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孙梦霞等，2011)。许丽(2012)
结合理论依据与访谈结果编制的老年人生命意义感问卷，包含苦难认知、主动追寻以及被动接纳三个维

度，共 15 项，在老年群体中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可见，生命意义感的测量主要基于国外的已有研究，且

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被试群体，针对老年群体的问卷编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在测量方式上主要采用单

一的问卷测量，缺乏对其他测量方式的探讨。 

4. 生命意义感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 

4.1. 生命意义感影响老年人的自我整合 

Kleiman 和 Beaver (2013)认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个体会强烈感到生命的有限性，会在生命结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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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的过去和未来作全面的整合，而对生命意义感的探索会成为整合的主要内容和标准。若老年人在

整合后能接受自己的生命历程，则会维持生命正向意义，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欣然接受死亡，反之

则带来更多的负性心理和不良生活状态(Klein, 2016)。钱卉馨(2022)的研究也指出，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

个体，如能对生活保持较高的参与和超然的关心，能促进个体实现自我完整性，而生活缺乏意义的个体

会难以接受自我，产生绝望。 

4.2. 生命意义感影响老年人的死亡态度 

死亡态度是个体对死亡持有的看法和情绪反应。对于死亡态度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由来已久。许丽

(2012)研究发现，到了晚年时期，由于各种社会资源的丧失以及各种疾病的影响，老年人容易产生一些负

面情绪，对死亡的认知和理解偏向于负向，较多老年人可能会持有消极的生活态度及生活方式。如不参

与社交，拒绝参与体育锻炼等，长此以往，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有自杀等王鑫强(2013)。如果能帮助老

年人明确自我的生活目标，改善目前消极的生活方式，提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能降低其死亡焦虑，改善

对死亡的态度(朱力影，2011)。 

4.3. 生命意义感影响老年人的成功老化 

成功老化是最理想的老化状态，最早由 Havighurst (1961)提出，是指老年人在老化过程中保持积极进

取的心态，保持老有所为的精神状态，能获得内在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以及拥有良好适应能力的一种生

活状态。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越趋向于成功老化(翁娇等，2015)。因为较高的生命

意义感能够帮助老年人消除由于角色失调带来的不良情绪，以及改善其生活方式，如营造良好的生活状

态，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从而消除空虚感和低价值感，增强其生命意义感体验程度，进而帮助老年

人成功过渡到新阶段(霍培培，2020)。Griffith (2002)的研究也表明，除维持身体健康和心理美好，以及良

好的生活适应力外，肯定老年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也是影响成功老化的重要因素。 

4.4. 生命意义感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当个体进入晚年期，需要应对一系列潜在的压力，如社会角色退出的失落感、生活节奏的不适应等，

容易引发消极情绪体验，影响幸福感水平。而通过帮助老年人建立生活目标，促进晚年时间的有效利用，

提升生命意义感，使老年人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感(Reker et al., 1987)，也有效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另一

项关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访谈中发现，生活意义感与目标感是中老年人提到的重要内容，会减少焦

虑和抑郁，提升快乐感(刘视湘，孙燕，杜晓鹏，2020)。 

5. 影响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主要因素 

5.1. 一般人口学因素 

年龄特征对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影响深远。徐宗福，黄宣颖，陈聪坚(2015)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

长，老年人生命意义感水平逐渐降低，低龄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水平高于中高龄的老年人，且对生命意

义有更多的体验和追求。但性别上的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有研究显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老年

人的社会交际面较广，有更强烈的生命意义体验和明确的生活目标，能体验到更多的生命价值，生命意

义水平高于女性(刘方，2015)。但有研究者发现老年人生命意义水平无性别差异(李琼，2012)。此外，居

住状况以及婚姻状况的不同会影响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体验。研究证实，有配偶的老年人生命意义感较

高，与配偶及子女同住的老人，会因在长期的家庭氛围中获得物质和情感支持而比其他居住情况的老年

人感到更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王春媛，2015)。经济状况决定老年人的生活条件，直接影响其生活质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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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命意义感。李琼(2012)指出，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一般拥有着较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社会资源，会体

验到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生命意义感。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态等方面的因素也

是影响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 

5.2. 社会因素 

以往研究表明，社会因素与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支持是老年人通过各种社会网

络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的系统(黃子庭，林柳吟，2004)，对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产生重要影响。老

年人从家庭、朋友以及其他渠道获取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能对其身心健康起保护作用，它会减少老年人

对负性事件的感知，增强老年人克服困难的信心与能力，调整心理状态，从而维持积极的生命意义(朱文

文，2017；周喜华，吴琼，2021)。一项关于生命意义源的调查发现，人际关系总是被列为最重要的来源

(梁宏，2010)。人际关系主要包含与家人、朋友、伴侣的关系，老年人生活在家庭中、相处于同伴间，与

家人、同伴及其他社会关系的互动良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其生命态度的表现(许丽，2012)。 

5.3. 心理因素 

除了以上社会因素，还有一些心理因素，如老化态度、自我认同、情绪状态等，也对老年人的生命

意义感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对其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是老年人对

自身以及对老年群体变老过程的体验与评价。老年人的老化态度越积极，对自身躯体、心理以及社会关

系的转变的接纳程度会越高，在社会交往中会展现更强的主动性，以发挥自身价值和意义，从而感知到

较高的生命意义(梁韵仪等，2021；Aslan et al., 2017)。而对老化过程的感受越消极，老年人越是难以接受

社会角色退出、生活环境转变等方面带来的失落感与无助感，较难适应老年生活，从而贬低自我的存在

意义(许丽，2012)。 
自我认同与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有着密切联系。自我认同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经历理解到的自我，有

助于个体统合自我，达到自我和谐一致的状态(Higgins, 1987)。研究发现，自我认同能帮助老年人在其社

会经济地位发生变化时仍能意识到自我的独特性，欣然接受当下生活以及应对生活的各种挑战(Wright et 
al., 2018)。也有研究表明，自我认同感高的人，能肯定自我价值和能力，并在晚年生活中会继续追寻人

生目标。而迈进晚年期，不能整合自我的人，会容易产生低自我认同，并对自身感到绝望，从而丧失对

生命意义的寻找(梁韵仪等，2021)。 
老年人的情绪状态会影响其对生命意义感的体验。在一些研究中发现，老年人的抑郁、孤独等情绪

与生命意义寻求存在显著负相关，老年人对自身的情感体验及反馈较差，缺乏人际交往，丧失生活兴趣，

对未来的生活消极悲观，会产生强烈的生活空虚感(刘娇等，2022)。而积极情绪体验往往与较高的生命意

义体验相关联。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生命意义感和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能相互影响。在晚年生

活中体验到满足感和愉悦的幸福感的老年人，会在晚年继续为寻找人生价值而奋斗，从而体验到更深刻

的生命意义。而生命意义感高的老年人在晚年仍能保持对生活的兴趣，继续寻求生命的价值，能坦然面

对老化，这种积极心态可以减少消极情绪体验，提高幸福感(陈秋余，2017)。 

6. 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干预 

6.1. 提高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会影响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感，包括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等。冯富荣等人(2020)发现，老年人

自身健康状态的不佳会增加生活压力，而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支持能起到弥补作用。政策以法规形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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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能减少老年人因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困扰，进而增强到生活的意义。霍培培(2020)采用

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对老人进行心理干预，结果表明社区工作者和同伴的情感陪伴对老年人有着重要作

用，能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空虚感。干预内容包括剖析自我、感悟生命、角色扮演等，让老年人在与

同伴的互动中体验生命意义。陈红艳(2022)也发现子女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能增进其幸福感，体验到更多

生命的美好。可见，政府、家庭以及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物质支持和情感关怀能有效提高其生命意义感。 

6.2. 调整不良认知 

老年人在迈进晚年时，会因身体机能的衰退、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社会生活的不适应而对生活持消

极的认知，容易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增加无意义感，而改善其对生活的态度，能帮助个体挖掘生命中的

意义与价值，增加心理获得感，进而提升其生命意义感(武剑倩，钞秋玲，陈媛，2019)。叙事疗法是一种

帮助老年人重新构建生命故事，并在构建过程中帮助老年人重新理解生命故事以改善其不合理认知的一

种方法(潘露，曾慧，陈嘉，2015)。郭书婷(2020)在对失独老人的研究中发现，叙事疗法可以让老年人对

以往的生活片段给予新的诠释，帮助老年人重新了解自我，并能有效改善消极的生活认知，重塑生命的

意义。叙述的主题可分情况而定，一般包括生命亮点、兴趣爱好、社会关系等。 

6.3. 加强行为干预 

行为干预主要指通过调整老年人的不良行为，引导其进行健康的生活方式(杭荣华等，2011)。汪涯海

(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体育运动的中老年人能通过提高运动的强度及运动量来完善自我、挑战自我，

进而增强他们对生命意义的体验与追求。因此，中老年人可以在保证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少量多次地进行

体育锻炼。杨烁(2022)采用绘画疗法和人生回顾疗法对老年人进行团辅时发现，通过“画出生命”“青年

味道”“峥嵘岁月”等主题活动的参与，老年人能发泄自身的不良情绪，挖掘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提

升其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能力。此外，还包括指导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如广场舞、下象棋等。 
综上，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本土化的老年人测量工具

有待开发。目前国内针对老年群体的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多依赖于国外，本土化研究还有待发展。二是

在研究内容上有待丰富。目前关于老年人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内容主要在影响因素和干预上，且影响因素

关注于一般人口社会学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缺乏对其主观心理因素的探讨；在干预方式上以单一干预形

式为主导，缺乏多种干预方式的有机结合，需要进一步拓展。此外，在研究方法上较为单一，主要采用

量性研究，生命意义感是有着复杂内涵的，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深入全面研究其具有的复

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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