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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意义能够帮助个体树立有意义的目标并指引前进的方向以及使个体朝向目标做出努力，使个体在这

个过程中认可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在逐步完成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工作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中感悟出生命的价

值，这不仅能够得到他人对自己努力以及成果的认可，而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自己也会感受到责任感

的升华。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生命意义，重要的是感受生命在具体时间的具体意义。如

果生命意义足够强大，它可以给予个体忍受任何情境带来的挫折和压力以及坚持下去的理由。大学生作

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提升生命意义感对于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研究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探究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构成和特点，根据研究结果和分析

讨论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因素构成为：生活自我、生活感受、生活表现、自我提升、

责任感、目标明确与达成、奉献、对生命的认知、自控力、主动行为、树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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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ning of life can help individuals establish meaningful goals, guide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and make efforts toward the goals. In this process, individuals can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existence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through their work and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ly achieving the goals. This can not only get others’ recognition of their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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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oal, I will also feel a heightened sense of re-
sponsibility.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may have different meaning of lif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feel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life at a specific time. If the meaning of life is strong enough, 
it can give an individual a reason to endure the frustration and stress of any situation and to per-
seve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ety,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life de-
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is of great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whole 
society. This research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
sis and discuss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finally drawn. The factors that constitute the 
sense of meaning of life in college students are: Life self, life feeling, life performance, self im-
provemen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goal clarity and achievement, dedication, awareness of life, self- 
control, active behavior and sett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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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60 年代，Frankl 首次从哲学领域将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提

出了他的“意义治疗理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追寻生命意义的本能，这种本能推动并引领着个体追寻

不同人生阶段的目标，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本能促使个体去追求人生价值、寻找

生命意义，在追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是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1]。结合现有文献分析发现，

国内外学者对于生命意义感研究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由于对生命意义感的个人见解有所差异

以及生命意义感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即难以概念化，目前生命意义感的定义还并没有完全统一。

Crumbaugh 认为生命意义能够帮助个体树立有意义的目标并指引前进的方向以及使个体朝向目标做出努

力，使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认可自身存在的意义并在逐步完成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工作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中

感悟出生命的价值，这不仅能够得到他人对自己努力以及成果的认可，而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自己也

会感受到责任感的升华[2]。Wong 认为从心理过程的角度来看生命意义感包含认知、动机和情感三个组

成成分，认知是指认知系统会参照过去的生活经历和背景促使个体从事富有生活意义并提升自我价值的

活动，动机是指个体倾向于选择并把行动维持在那些有生活意义和目标的活动上，情感是指个体能够从

选择的活动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并体会自我实现[3]。Steger 认为从心理活动和行为的产生方面来说，生

命意义包括认知和动机两个维度[4]。其中，认知维度是指个体从概念或者知觉上对自己的生命含义和价

值理解的信息加工过程，动机维度是指激发个体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断努力的内部动力，来满足自己

的成就感，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综合来看，生命意义感主要指的是对生命的理解感受和个体在生命过

程中对目标的追求，以及在追求的过程中伴随的满足感、价值感。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于生命意义感的研

究更多地是采用量化研究方式探讨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或影响机制等，而采用

质性研究的方式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本研究拟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结合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

探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为未来生命意义感的深入研

究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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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研究拟选用生活目的测验(PIL)作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指标的筛查工具，该量表是 Crumbaugh 和

Maholick 二人以弗兰克林的意义治疗理论为编制基础，用于测试个体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感知程度，包括

个体是否在朝着目标努力这一过程的觉察。后中国台湾学者尹美琪(1988)将该量表翻译成汉文版，共 20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该问卷使用较为广泛，是目前测量生命意义感的常用工具之一，本研究也决定

选用尹美琪修订的生活目的测验问卷。在本研究中，总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生活态度、生活

目标、生命价值及生活自主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 0.61、0.73、0.69、0.63；量表的效度指标拟合

指标为(χ2/df = 3.68, NFI = 0.87, TLI = 0.88, CFI = 0.90, GFI = 0.91, IFI = 0.90, RMSEA = 0.06)，如图 1 所示。

最后，选取通过生活目的测验所得分数较高及较高各 6 名被试，共计 12 名被试自愿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在访谈过程中，通过使用研究者编制的访谈提纲来进一步从个体和质性研究层面探索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的影响因素构成及特点，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补充验证。 
 

 
Figure 1. Purpose in life test confirmatory fac-
tor analysis model diagram 
图 1. 生活目的测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图 

2.2. 访谈对象 

对来访被试进行生活目的测验，将所有被试生命意义感分数由低到高排列，前 27%的来访被试被界

定为生命意义感程度较低者，后 27%的来访被试被界定为生命意义感程度较高者。访谈对象从生命意义

感较低者群体及生命意义感较高者群体中选取，分数较低及较高者各选取 6 名，共计共 12 名被试，其中

大一、大二、大三及大四年级各 3 名被试。在正式访谈之前对 2 名被试进行预访谈，预访谈结果不计入

总结果当中。具体情况详见表 1。 

2.3. 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是访谈过程中纲领性质的访谈材料，基于相关研究理论及学术文献的支持，从访谈对象对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55


包昕哲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12955 7008 社会科学前沿 
 

生命意义感的理解和看法以及生命意义感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编制访谈问题。在访谈提纲中需对预访谈中

访谈对象提出的相关问题及实施过程中需要完善的问题进行修订和完善，最终形成用于正式访谈阶段的

访谈提纲。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the interviewee 
表 1. 访谈被试基本信息情况表 

访谈过程 年级 编号 性别 

预访谈 
大一 ① 女 

大三 ② 男 

正式访谈 

大一 

1 男 

2 女 

3 男 

大二 

4 女 

5 男 

6 男 

大三 

7 女 

8 男 

9 女 

大四 

10 男 

11 女 

12 女 

2.4. 访谈过程 

访谈过程包括预访谈和正式访谈两个阶段，预访谈阶段中的 2 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数据不计入编码程

序中。在访谈过程中主试有方向性的提出相关问题引导被访谈对象向指定方向回答，整个过程中访谈非

常灵活且随机应变，被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访谈的方向上随意联想，主试需把控整个访谈环节。每

名被试的整个访谈过程大约会持续 30~50 分钟。在访谈中会涉及到一些专有名词概念，所以在访谈进行

之前或访谈进行过程中需要对被试解释涉及到的不容易理解的专有名词概念，以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

整个访谈过程会提前告知被试将进行录音，并且音频内容不会泄露，仅用于学术研究。 

2.5. 资料分析与处理 

每名被试的访谈过程均以录音设备加以记录，并提前告知被试仅用于科学研究，绝不外泄。每名被

试访谈结束后的音频资料在该名被试访谈结束后会立即导入音频转换设备进行文字转录并对照音频进行

校对，保证文字稿正确，访谈结束后立即转换的目的是以便于实验者在校对实验材料时能够最大化回忆

起访谈时的场景，减少信息缺失的概率。研究使用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结合陈向明提出的扎根理论操作

流程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5]。这一过程需要对转换后文字稿结合音频资料进行原始材料分析并进行

归纳整理，最终形成三级编码。 

3. 研究结果 

为深入探究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因素构成及特点，在相关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有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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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献对访谈过程中的音频及转换后文字稿进行分析整理与归纳，最终形成三级编码。具体编码形式及

编码流程详见表 2。 
 
Table 2. The coding process tabl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anxiety 
表 2. 大学生择业焦虑影响因素构成的编码流程表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部分) 

生活态度 生活自我、生活感受、生活表现 

“我是一个比较拖延的人，但是内心还知道一些事情总

得去做，但行动上就不能控制自己”、“总体来说我还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日常的工作会让人比较痛苦，但

是还可以接受”、“有的时候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是也

会感觉有点乏味”、“我觉得空闲时间是最快乐的，太

多姿多彩了”、“昨天我和隔壁宿舍的同学聊天，给他

讲马克思主义，如果有学习的机会我会非常珍惜，想要

和他们讨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等等。 

生活目标 自我提升、责任感、目标明确与达成 

“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变得更优秀”、“我会通过

学习充实自己”、“我希望以后可以让自己变得足够优

秀，然后去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成为可以改变世界的

人”、“我的目标是财务自由，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想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我的远期目标是成为

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的目标是模糊的，其实我也

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等等。 

生命价值 奉献、对生命的认知 

“我想让家人过得更好”、“我的价值是围绕着父母的，

希望以后工作在家附近方便照顾父母”、“我觉得我的

价值体现在做好班长的职务并且处理好手头的事情”、

“有时候学弟学妹会问我问题，我会把知识传递给他

们”“死亡是可怕的，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很大伤害”、

“非常痛苦的时候死亡确实是一种解脱”、“好死不如

赖活着，有什么问题面对就好了”、“有些人天天窝在

宿舍里不务正业，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浪费”等等。 

生活自主 自控力、主动行为、树立目标 

“在学业上的目标完全受我自己控制”、“对于我想完

成的事情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不会放弃”、“我觉

得生活是由老天掌握的，比如天灾人祸都没办法避免”、

“有时间我就会看看以前学习的专业课知识”、“我会

每天坚持学习”、“我会给自己做规划每天学习多少内

容以及做多少练习题”、“我会结合家人对我的要求去

制定我的目标”、“每做一步感觉好像离内心中的目标

更近了一些”等等。 

 
通过表 2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因素构成的编码流程表可知，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构成及特点

包括以下几个维度。第一是生活态度，在该维度内包括生活自我、生活感受、生活表现三个子维度。第

二是生活目标，在该维度内包括自我提升、责任感、目标明确与达成三个子维度。第三是生命价值，在

该维度内包括奉献、对生命的认知两个子维度。第四是生活自主，在该维度内包括自控力、主动行为、

树立目标三个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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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研究基于质性角度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结合访谈目的探讨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因素的构成，

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构成为：生活态度(生活自我、生活感受、生活表现)、生活目标(自我提升、责任

感、目标明确与达成)、生命价值(奉献、对生命的认知)、生活自主(自控力、主动行为、树立目标)，更加

全面和深刻地了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情况，为以实证角度考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进行了补充验证。 
研究从质性分析的角度通过扎根理论对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三级编码结果可知，大学生生

活态度包括对于目前生活状态中自我的评判，如被试所言“我是一个比较拖延的人”等。除此之外还会

感受到多彩、乏味等诸多对于目前生活的感受以及具体的行动表现。对于大学生而言通常把自我建设、

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完成生活目标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如在学业上的付出、进行社会实践以及

为生活目标作出的努力等[6]。大学生通常认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在为他人付出、为社会做贡献等方面上，

在面对生命也会持以不同的态度，有的个体十分看重生命的价值，而有的个体对于生命重要性的认知还

有待提升。大学生对于通常对于目标的主动主要表现在坚持某个事情不间断、主动完成目标任务以及做

出一些主动的行为等[7]。 
除此之外，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构成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对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提供一些新思路。首

先，应该加强大学生的社交范围，走出舒适圈，培养大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看到外界事物具有的美的

一面，以帮助大学生增强对于生活的审美和热爱。其次，应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及自我评价

观念，对于提升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生命意义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8]。最后，当大学生生命意

义感程度较低时，应该给予实时的心理援助，如通过正规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或定时开展生命意义相

关课程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方向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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