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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民幸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新篇章。大学生作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既有利于深化和完善主观幸福感研究，又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

学习动力，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同时，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实现人民幸福贡献力量。本研究采用文献
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80位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结果发

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起完

全中介作用。最后，结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提出通过增强心理弹性、提升支持水平、坚持奋斗终身来

实现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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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happiness is the value pursui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ough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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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and a new chapter of Marxist view of happiness.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deepen-
ing and perfecting the 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also helpful to enhanc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realiz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
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realizing people’s happiness. In this study, 80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litera-
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
dents’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Marxist concept of happines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ersonal happiness and social happiness can be 
realized by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improving support level and persisting in life-
long struggle, so a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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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从现实的人出发，以劳动实践为途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幸福。新时代，人民

幸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基础上，发展延伸为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衣永红，孙晶，2023)。
大学生作为当代人民群众中最鲜活的力量，属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幸福对象的范畴，教育工作者应该

启发并带领大学生树立合理的幸福观，激励他们通过奋斗实践来对满足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他

们追求、创造幸福的能力，为新时代人民幸福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当下，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饭圈文化”、“佛系文化”以及“丧文化”等网络亚文化的大量涌

现对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价值选择及文化认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杨月荣，郝文斌，2021；王延，2021)，
使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模糊，只注重物质幸福和享乐幸福，忽略精神幸福和奋斗幸福，导致了资源浪费、

攀比炫富、不思进取、自我否定等现象的出现，弱化了大学生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影响大学生人际关

系的和谐(霍垒杰，2017)，甚至损伤其心理健康。因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增强大学生对

幸福内涵的理解，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维持其心理健康水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 
目前，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类。研究发

现，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韩旭，王雷，孔明，2022)，
心理弹性是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的重要个人因素，个体的心理品质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叶芳芳，谢敏

芳，王礼军，等，2018)。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的心理弹性与从家人、朋友、老师等关系那里获得的社

会支持密切相关(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且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压力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杨洪

猛，2020)，增强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基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阈下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在明了大学生幸福感现状及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寻找提升大学生幸

福感的方法和路径，将其培养成能担得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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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 

2.1. 幸福 

《哲学大辞典》将幸福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识到自己

预定的目标或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金炳华等，2001)。可见，幸福是个体目标得以

实现的一种满足感。良好社会关系给予个体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实现自己的目标，让

个体感到满足，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个体获得幸福。邓先奇认为幸福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

使人的生活境遇或生存环境本身与人的内在尺度相符合，从而达到内心满足的状态”(邓先奇，2014)，也

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统一起来，使自然规律为人的需求服务，使人

的本性和特质适应生存环境(颜晓峰，1998)，通过与自然的统一来满足内心需求获得幸福。其中，心理弹

性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特质，会影响实践活动中人的内在尺度与生存环境的符合程度，从而影响其对幸福

的体验。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根本动力。幸福与快乐及快感不同，快乐是个体

较长时间内处于身心愉快的状态，快感是个体生理方面暂时得到满足的状态，而幸福则是指个体精神方

面长时间得到满足的状态。人的幸福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主观幸福感，二是心理幸福感(王飞，徐继存，

2023)。主观幸福感主要与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有关，通过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来判定，当积极情绪

维持时间长，并比消极情绪多时，就表明人主观幸福，否则，就是主观不幸福；心理幸福感则与人自我

潜能的挖掘以及实现有关，主要通过个体的社会价值和个人成就来判断。本研究调查大学生幸福现状，

主要是从主观幸福感这一维度进行的。 

2.2.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把“现实的人”作为幸福的主体。“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现实条件下通过实践活

动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人，也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交往活动的人。“现实的人”在物质资料的生

产实践中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产生联系和交往，形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给予的物质和精神支

持可以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使人产生愉悦感和成就感。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幸福不是脱离现实、

孤立的主观存在，而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主观体验，是个体通过社会实践和交往活动获得的一种精神体

验。 
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主观是指人的思想和认识，客观是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

在的一切客观事物，而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说人的认识要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因此，幸

福作为个体对生活环境和状态是否符合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情绪化体验，无法摆脱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但是社会关系给予的精神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物质支持可

以帮助个体在已有客观物质基础上积极创造新条件、建立新联系。同时，心理弹性能够帮助个体适应外

部客观环境的变化，战胜逆境并获取幸福。 
幸福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当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

精神需求。相较于低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马克思主义更强调高级精神需要的满足，认为只有精神富足

个体才会拥有持久的满足体验。新时代，人民对幸福的追求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经济发达，物

质生活较为富裕的情况下，人民必然会更加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作为个体认知功能

的保护因素(杨庚林，薛琳，齐爱丽，2021)，可以帮助个体正确认识自我价值，提高个体自尊自信水平，

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满足个体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幸福是劳动与享受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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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1972)。”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说的就是劳动，劳

动是人类一切财富的泉源，因此劳动也是人类创造幸福的基本途径。由于劳动是发生在一定社会关系中

的实践活动，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的劳动实践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心理弹性可以帮助个体在劳动过程

中实现自我价值和认同，让个体感受奋斗的快乐。同时，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共享劳动成果，有利于

实现人类幸福的共同目标。 
幸福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把现实的人当

作幸福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2009)，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

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也密切相关的。个体在劳动实践中实现自身全面自由发展，追逐个人幸福的同时，

也应该努力为社会奉献，在社会幸福的氛围中体会更高层次的幸福。而中国梦作为社会幸福的当代体现，

是每个青年学生的奋斗目标。 

2.3.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属于幸福的维度之一，是人们根据主观感知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是检验

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郭春涵，2019)，包括情感性和认知性两方面。其中，情感性方面是指个体的积

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兴奋、喜悦、爱等属于积极情感体验，焦虑、悲伤、难过等属于消极情感

体验，通常用快乐感这一指标即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差额来检测；认知性方面是指个体意识对自我生

活的满意程度，通常用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来检测。 
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主观性是指个体以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价，整体性

是指对情感和认知的综合评价，稳定性是指测量指标的时间周期较长，得出的数值较为稳定。此外，心

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重要的内外部因素，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起着重大影响。在情感性方面，

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个体产生兴奋、喜悦、爱等积极情感，而较好的心理弹性则可以保护个体免受焦

虑、抑郁等消极情感的影响，从而使个体拥有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在认知性方面，社会支持和心理弹

性都是个体认知功能的保护因素，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认知功能越好，同时，较高的心理弹性能够

调节压力应激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护个体的认知功能，增强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3.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的主体是人民，即“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也就是说人是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与社会中的其他人产生联系和交往，

形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关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良好的社会关系会在个体遇到困难和

挫折时提供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使个体感受关心和被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已有

客观物质基础上积极创造新条件、建立新联系，克服困难，在爱与成功的体验中增强幸福感。 
第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认为幸福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客观的统一，客观性是指幸福无法摆

脱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主观性是指个体对生活环境和状态的情绪化体验，因此幸福既有主观性又有

客观性，而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幸福主观方面的体验，也属于马克思幸福观幸福的范畴。第二，幸福

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人的需要除了物质需要之外，还包括精神需要。当个体的衣、食、住等

物质生活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对文化、艺术、爱的需要等等。相较

于低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马克思主义更强调高级精神需要的满足，只有精神富足个体才会拥有持久的

满足体验。良好社会关系为个体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帮助，在满足个体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个体

的精神需要，从而产生持久的积极情感体验，如愉快、兴奋等，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第三，幸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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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享受的统一。劳动是创造幸福的途径，个体依据主观意志，在社会实践中用劳动改造客观物质世

界，创造出自身和他人所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可以在社会环境中享受他人的劳动实践成果，

产生幸福感。个体在劳动和实践中，产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得到外界的

肯定以及享受到的劳动成果越多，获得的积极情感体验就越多，主观幸福感越强。第四，幸福是个人幸

福和社会幸福的统一，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个体的发展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社会生活中进行，

因此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关系密切，个人幸福水平取决于社会幸福水平，社会环境与关系越和谐，处于

社会中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而后就愿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主观幸福感。 

4. 研究对象、方法与结果 

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线下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浙江理工大学的 80 名学生发放问卷，共回收 80 份。其中，无

效问卷 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此中，本科生 50 人，研究生 26 人；男生 45 人，女生 31 人；人文社

科类 14 人，理工科类 61 人，其他类 1 人。 

4.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书籍、论文及期刊，了解社会支持、主观幸福

感研究现状，梳理和归纳与本研究相关的观点和内容，寻找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 
2、问卷调查法。本研究采用的问卷包括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有 10 道题，分成主观

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Connor 和 Davidson 编制《心理弹性量表》，共有 25 个题目，

包括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三个因子；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有 5 个题目；张兴

贵修订的《快乐感量表》，共有 14 个题目，即 14 个情绪术语，此中前 6 个表示正性情感，后 8 个表示

负性情感。通过以上量表编制成的问卷，分别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及主观幸福感进行调研。 
3、数理统计法。运用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

究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利用中介检验三步法检验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起的

中介作用。 

4.3. 研究结果 

4.3.1.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大学生社会支

持平均总得分略高于理论中值，表明大学生社会支持整体水平尚可，但其中客观支持总均分为8.18 ± 2.32，
低于理论中值；大学生心理弹性整体平均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不错，但个体之间差

距较大。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cores on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1. 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N = 76) 

变量 M SD Max Min 
社会支持 36.92 5.46 52 20 
心理弹性 67.75 15.37 100 30 
主观幸福感 25.91 11.11 55 −11 

4.3.2. 大学生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的研究结果 
对大学生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分别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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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和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显著正相关，客观支持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但不

显著。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心理弹性 0.483** 0.440** 0.261* 0.351** 

主观幸福感 0.380** 0.431** 0.101 0.264* 

注：*表示在p <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p < 0.01 水平显著。 

 
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可以看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显著正相关。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 

 心理弹性 坚韧性 力量性 乐观性 

主观幸福感 0.571* 0.525** 0.594** 0.420** 

注：*表示在p <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p < 0.01 水平显著。 

4.3.3. 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结果 
分别对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三组关系实行回归分

析，具体数据见表 4。 
首先，把社会支持作为预测变量，心理弹性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为 β = 0.48，R2 = 0.23，

F = 22.47，p < 0.001，说明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前者可以解释后者变异量的 23%，

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心理弹性。 
其次，预测变量选择社会支持，因变量选择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为 β = 0.38，R2 = 0.15，

F = 12.51，p < 0.001，表明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它可以解释后者变异量的 15%，

社会支持获得的多少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最后，以心理弹性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为 β = 0.57，R2 = 0.33，F = 

35.74，p < 0.001，表明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前者可以解释后者变异量的 33%，个

体心理弹性越好，其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大学生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分别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其

各维度。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4.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心理弹性 社会支持 0.48 0.23 22.47*** 1.36 4.74***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0.38 0.15 12.51*** 0.77 3.54*** 

主观幸福感 心理弹性 0.57 0.33 35.74*** 0.41 5.98*** 

注：***表示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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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部机制研究 
由相关和回归分析可知，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三者间有着显著相关关系，满足中介效

应检验的条件。这里的中介效应检验参照温忠麟的逐步法(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2004)来进行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5。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results of resilience 
表 5.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结果 

步骤 回归方程 t 值 
第一步 Y = –2.65 + 0.77X 3.54*** 
第二步 N = 17.61 + 1.36X 4.74*** 

第三步 Y = –9.07 + 0.28X + 0.37N 1.26 
4.65*** 

注：***表示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由上表可以看出：第一步，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 c 显著(c = 0.77, p < 0.001)；第二步，社

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效应显著(a = 1.36, p < 0.001)。第三步，主观幸福感对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同时进行

回归，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 b 显著(b = 0.37, p < 0.001)，但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 c’不显

著(c’ = 0.28)。在整个过程中，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值从第一步的 0.77 降到了 0.28，说明社会支

持对主观幸福感既有直接影响(c’ = 0.28)，又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b = 0.37)。由于 a、b、c
显著，c’不显著，所以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二者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并非部分中介作用，

且 b 和 c 都为正，说明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5. 讨论 

5.1.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现状 

社会支持在提供物质帮助的同时，也向个体传递尊重、关爱等积极情感，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和精

神需求，使个体产生群体归属感和安全感，帮助个体建立信心，在实践和奋斗中创造幸福，实现个人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积蓄力量。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尚可，但客观支持水平

不足，这与前人的结论一致(唐银梅，2022)，说明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拥有的社会支持不错，并且能够较

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但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少。也就是说，大学生从社会支持网络中体验到的安慰、

鼓励等情感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良好，但获得的财力、物质资源等方面的帮助较少。这可能与大学生主动

性人格水平(鲍旭辉，黄杰，李娜，等，2022)和家庭背景(赖秦江，彭湃，尹霞，2022)有关。大学生主动

性人格整体水平较高，能够积极主动利用已有支持改变周围环境和解决周围障碍。此外，当代大学生的

家庭收入、父母文化水平等客观家庭背景普遍较好，因此大学生感知到的条件和支持不错，并有意识地

将这些客观资源转化为自身资本，提高自身支持利用度。同时，也正是因为大学生客观家庭背景对其物

质的相对满足，使其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导致大学生客观支持水平低。由此可见，大学生目前获

得的社会支持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精神生活需求，但其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存在被忽视的现象，不

利于大学生发展目标的达成和幸福感的获得。 
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本质就是保护性因素，可以减轻逆境对个体造成的消极影响，保护个

体心理健康，增强个体应对挫折的能力，更好地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生满足感和

幸福感。本研究中大学生心理弹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说明当代大学生虽然面临着就业、社交、家庭

等多方面的压力，其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却不错。这与有些研究得出的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整体较高的

结论类似(刘畅，2022；张志远，2014)，可能是与近几年来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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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正确理想信念价值观的树立，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使得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增强。虽然大学生心

理弹性整体良好，但是个体之间的差异较大，这可能是不同的个体智慧(陈浩彬，2023)导致的，智慧包含

的认知、反思和情感三种特性，可以帮助个体在面对逆境时建立积极评价，让其更加坚韧，智慧水平高

的大学生心理弹性好，反之较差。思想政治教育在向大学生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帮助大学生形成新的认

知结构，提高其认知能力(杨芷英，2022)，增强大学生智慧，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社会化和社会

适应水平，使其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物质和精神满足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在推动社会幸福实现的进程中完善个人幸福。 
此外，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错，可能与大学生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和其对自身支持的利用

有关，他们认为附近的社交网络系统通常能在其需要时提供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帮助，并有意识地将这些

资源转化为自身可利用的资本，积极创造条件来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实现自身价值，提高社会认同

感和归属感，获取幸福。这与某些研究结果相似(金明月，2022)，但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偏低的

研究结论不同(黄毅，2014)，可能与近年来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有关，心理健康教育使大学生更具

适应力，心理韧性得到增强，消极情感体验减少；也可能与近年来国家重视大学生体育锻炼有关，体育

锻炼可以增强体魄，在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同时，提升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周浩，周倩羽，2022)。但

由于家庭背景、个体智慧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仍存在较明显的个体差异，部分大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高校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

帮助大学生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把学生培养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5.2. 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困境时积极调动内外部资源来自我调

适、恢复创伤的一种能力，而从父母、老师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作为个体可调用

的外部资源，可以满足个体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缓减压力事件对个体造成的损伤，使个体感受到关心和

在意。由此，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益处发现水平越高(陈晨，陈园园，刘欣怡，等，2022)，感知

到的益处给予个体精神信念支撑，坚定个体理想信念，增强个体克服实践困难的坚韧和力量性。此外，

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弹性(余习德，刘嘉帆，李婧婧，等，2022；王燕秋，张佳佳，

任景敏，等，2010)，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的心理弹性越好。父母、朋友或老师等在个体需要

时给予的物质和精神支援，可以消减压力带给个体的消极情绪，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让个体拥有

积极乐观的心态，有力量和勇气去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在不断的奋斗和成长中实现人生理想，在

物质满足的同时实现精神的富足，在个人理想实现的同时推动共同理想的实现。 

5.3.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作为个体从社会网络层面获得的精神和物质帮助，除

了为个体应对困境提供物质支持外，还能让个体明确人生目的感和意义感(林琼芳，韦艳丹，欧阳明昆，

2023)，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增强个体的对生活的满意度，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效应。之前，

也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班永飞，孙霁，王倩，等，2022；翟绍果，王健荣，

2018)。也就是说，大学生从父母、朋友、同学等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支持和帮助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而大学生拥有社会支持越多，越愿意寻求和接收周围亲密关系的帮助，就会缓解逆境对其身心产生的不

良影响。这是由于，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会使大学生感受到关心和爱护，降低其感受到的压力水平，从而

建立起应对压力事件的信心，让大学生认为自己有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和创造幸福的能力，主动奔赴到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达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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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心理弹性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心理弹性作为个体积极调动自身内外部资源来应对压力事件、

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焦璨，2020)，有利于帮助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在已有客观存在基础上寻

找和建立新联系，创造新条件，解决问题，对个体起良好的保护作用。此外，心理弹性可以预测心理健

康，调节心理压力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帮助个体缓冲压力、过滤不良情绪体验，使个体获得对生活环

境和状态的积极情绪体验，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稳定状态(郭丽娜，郭启云，高涵，等，2015)。而“幸福

感”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志(张旭东，车文博，2005)，可以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因此，心理弹性

在预测个体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可以预测其主观幸福感。本研究结论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王雅倩，王丽，

向光富，2017；崔红霞，张英俊，2013)，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好。换言之，心理

弹性好的个体，体验到的快乐感水平和正向情感越多，其主观幸福感就会越强；而心理弹性较差的个体，

则会有更多一些的负向情感，快乐感和主观幸福感体验就会较差。相较而言，心理弹性好的个体会更有

自信和积极向上，在人际交往中更受欢迎，别人的喜欢和肯定会进一步增强其对自我的积极评价，个体

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加。总的来说，心理弹性强的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

抗压能力，更能驾驭压力，将压力转化为奋斗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并获取幸

福。 

5.5. 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大学生拥有的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

感，而在心理弹性介入之后，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变得不显著，表明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

主观幸福感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可能与调查样本的心理弹性差异大有关，调查样本的社会支持水

平差异小，因此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心理弹性起主导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罗
小婧，2017；朱平生，刘旭初，2014)，他们发现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这可能是因为罗小婧、朱平生等人研究的样本量较大，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造成的，如果增大本研

究的样本量，完全中介的结论可能会变成部分中介。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心理弹性介入后，社会支持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心理弹性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如果很难从个体的社交网络系统下手增加其

获得的支持和帮助，可以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入手，让其感受到周围人的关心和在意、尊重和理解，提

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当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其心理弹性也会随之变强，应对压力的能力越强，更能

克服实践中的困难，感到幸福。因此，在给大学生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帮助，满足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

求的同时，要着重关心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对其人文关怀，使大学生有信心和有动力实现自己人生

目标，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与他人的交往和合作中完成实践任务，创造自我价值，在

奋斗中获得人生真正的幸福。 

6. 对策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主客观的统一，幸福既受到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物质条

件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作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外部和个体内部影响因素，

对改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至关重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大学生

主动性人格、家庭背景、个体智慧等方面入手提高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改善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帮

助大学生形成合理幸福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缩小大学生个体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一步改善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现状，使其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也为人民幸福和中国梦的目标持续奋斗，最终在个人幸

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中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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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增强心理弹性，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 

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增强，可以帮助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在已有客观存在基础上寻找和建立

新联系，创造新条件，克服逆境，更好地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追求自身幸福。 
1、学校方面。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积极心理学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里，密切心

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培养大学生智慧、自律、感恩等多种积极人格品质，增强大学生的坚韧性、

力量性和乐观性，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二是要立足校本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等科学

理论知识建设符合社会发展的校园文化，并在学校宣传栏、公众号进行宣传，通过创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环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增强大学生思想上的力量性。 
2、家庭方面。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家庭教育，创设民主、平等和温暖的家庭环境

氛围，尊重大学生独立人格，并适当肯定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增强其自信心和乐观性；二

是要重视挫折教育，适度地让大学生经历和感受失败，使其建立困难与挫折防御机制，增强大学生自我

恢复能力，提高其坚韧性，提高大学生自身对客观环境的适应能力。 
3、个体方面。一是要学会辩证看待事物和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大学生应该用一分为二、变

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和问题，发现困境中的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在适当时机将困境转化为

成长的垫脚石，锻炼自己积极乐观的心态。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避免产生负面情绪羞耻，可以

通过运动、写情绪日记、投身自然等方法来转移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增强自己的抗压能力，以适应客观

环境的变化。 

6.2. 提升支持水平，实现物质与精神相统一 

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及支持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他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获得物质

和精神上的双重幸福。在物质生活较为富裕的今天，社会支持水平的提升可以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的认知

功能，让他们加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主动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奋斗中满足

自身对精神生活的诉求。 
1、学校方面。一是要将主动性人格测试增加到新生入学心理健康普查内容中，通过心理健康普查了

解大学新生的主动性人格水平，根据得分情况，适当地将主动性意识培养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针对性地开展关于主动性培养的主题讲座、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培养大学生

的主动性意识，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来应对压力和困境。二是

要按照学校、学院、班级及宿舍四级建立校园支持系统，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宿舍长在帮助大学生解决

困难的同时，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个体

良好的互动支持系统，体验更多的关爱和支持。 
2、家庭方面。一是应该注重家校合作共育机制，家长可以通过关注学校在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上

公众号，与辅导员、任课老师等学校工作人员沟通交流等方式，加强对学校以及大学生的了解，更加及

时有效地为大学生提供物质及精神支持。二是要多关注家庭教育方面的讲座，结合专家意见更好地与大

学生的沟通交流，引导他们主动说出自己的需求，满足他们的物质与情感需求，在提高家庭客观支持水

平的同时，增强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水平，实现大学生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 
3、个体方面。大学生要学会正视压力和困境，积极寻求社会网络的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可以通过党

团工会、社会团体等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和朋友支持系统，通过朋辈互助的方式，在实践中不断突

破和完善自我，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寻求更多精神上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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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坚持奋斗终身，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 

马克思说，“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

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1982)。也就是说，通过劳动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习近平也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2018)，大学生作

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应该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奋斗精神，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社会理想，在推动国家

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1、学校方面。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通过开展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的读书活动，如知识竞赛、专题辩论等，让大学生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内涵，

为大学生追求幸福提供精神支持，使其明白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个人真正的幸福。二是要加强奋斗教育，夯实大学生幸福成长的根基。

将奋斗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通过奋斗榜样故事、案例，给予大学生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信念，在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的统一中

实现人生价值并获取幸福；同时，将奋斗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心态和健康人

格，增强大学生心理弹性和奋斗精神，使大学生在认同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2、个体方面。一是要筑牢理想信念，勇担奋斗使命。大学生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学史

明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获得个人理想实现

的精神支撑，坚定自身理想信念，将爱国和爱家相统一，把个人梦融入到中国梦中，承担起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使命，在共同理想的实现中获得幸福。二是要积极探索实践，培养奋斗精神。大学生在学

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走出校门，将知识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实践和志愿服务中去，锻炼品行和磨

炼奋斗意志，提升自身心理弹性水平，更好的应对挫折，在服务社会中体会更高层次的幸福。 

7. 结语 

新时代的人民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续篇，人民幸福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

义终极目标的阶段性目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大学生作为当代人民群众中最鲜活的力

量，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阈下研究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大学生主

观幸福感现状，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现人民幸福和中国梦积蓄力量，续写新时代马克思主

义幸福观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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