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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现状的调查，进而探讨大学生心理弹性与

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及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主观幸福感量表》作为研究工具并对581名在校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际协助在年级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F = 3.470, p < 0.05)，且大一学生心理弹性的人际协助要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学生心理弹

性的人际协助，大四学生的人际协助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

两两显著高度相关。心理弹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4.409, t = 18.763, p < 0.001)，心理弹

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1.937, t = 25.098, p < 0.001)；当心理弹性与核心自我评价同时

预测主观幸福感时，心理弹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1.709, t = 5.513, p < 0.001)，核心自我

评价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1.394, t = 11.799, p < 0.001)并且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终得出结论：大学生心理弹性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并且

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作用可以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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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we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
ducted on 581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
terpersonal assistance in grades (F = 3.470, p < 0.05), and the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of first-year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grades, and the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of 
fourth-year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ad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ili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β = 4.409, t = 18.763, p < 0.001), and 
resili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core self-evaluation (β = 1.937, t = 25.098, p < 
0.001), and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β = 1.394, t = 11.799, p < 0.001). In addition, core self-evalu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Final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resilience of col-
lege students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could affect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a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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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阶段的学生们面临着各方面涌现出的压力，其中包括学习压力、校园环境压

力、个体情感压力、选择工作压力与人际交往压力、爱情情感压力与经济压力(旦增卓玛，2020；罗杨方

方等，2021)。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关注自身在学习生活中的心理状

态。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个体从生活创伤、威胁、逆境、悲剧等困难经历中的良好适应的过程(张晓州

等，2022)。但是对于个体与抗压力环境的早期描述过于绝对化，现在的研究通常认为的情况是个体自身

与外部压力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个体会在不利环境下产生新的资源从而与外部挑战进行对抗(马伟娜

等，2008；Tusaie & Dyer，2004)。现有关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文献主要探讨心理弹性在生活、压力、应

激等因素下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席居哲，桑标，2022)。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是指个体处于一种健康和谐、心平气和、幸福快乐的精神状态。如今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众多，

其中最受大众认可的是 Diener (2000)所提出的主观幸福感定义，Diener 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其生活

质量的综合性评价的心理指标，指个体通过自我内在的标准对生活进行总体性的主观评估。主观幸福感

具有三个特点，分别是主观性、相对稳定性与整体性(SWB)，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有遗传、人格、环境三

种因素，其中遗传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很强的相关，人格是预测主观幸福感最好的指标。近年来，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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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目光集中于研究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Judge 等人

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内在持有对自我的基本评价和总结，其主要包括个体深度的自我认知、自我评

价、自我体验等 3 个方面，以及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优缺点进行合理的认知和评价(Judge et al, 1997)。 
从多方面研究来看，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研究者们认为心理弹性可以显

著预测主观幸福感(姜立波，2023；刘月月等，2022；叶芳芳等，2018；刘斯漫等，2015)。而个体的主观

幸福感同样会受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宁盛卫和张茜(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对卫生学校学生

的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明显正向相关并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除此以外，也

有研究者以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探讨，如张翔等(2014)的研究成果得出，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

支持、母亲情感温暖与心理弹性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申鲁军(2016)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可以对

考试焦虑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考试焦虑，曾小娟等(2014)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初

中生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心理弹性的中介研究相比于早期成熟了许多，并从个体多方面进行心理特征的

研究，但是在现有的研究当中，以心理弹性为自变量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对心理弹性的具体作用

机制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以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虽然已经展开，但是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的内容也是相对较少。因此基于上述内容，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心理弹性为自变量，核心

自我评价作为中介变量，探索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全国高校的大学生进行线上发放问卷，以此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

性。发放问卷时均获取学生的同意后才进行发放与回收。共计 581 名大学生参与调查，剔除无效问卷 53 份，

有效数据 528 份，有效率为 90.88%。其中男性 202 人(38.2%)，女性 326 人(61.8%)；大一学生 66 名，大二

学生 185 名，大三学生 186 名，大四学生 91 名；203 位同学是独生子女，325 位同学是非独生子女；人文社

科类学生有 353 名，自然科学类学生有 175 名；来自城市的学生有 242 名，来自农村的学生有 286 名。 

2.2. 研究工具 

1、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RSCA) 
本研究所采用胡月琴、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该问卷主要的应用范围是青少

年群体的心理弹性水平。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由 5 个维度组成，共有 27 道题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该结果证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通过量表与其他心理弹性量表的关联校标为 0.53 与 0.49，证明

量表具有非常良好的效度。 
2、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由杜建政、张翔(2012)等修订 Judge 等人所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修改后

的量表包含 10 个题目，采用五级计分法，核心自我评价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量

表的分半信度为 0.8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间隔 3 周的重测信度为 0.82。同时经过检验得到修订后

的量表得分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为 0.48，与大五人格问卷的神经质、宜人性、外向性、责任心和开放性

维度得分的相关分别是−0.640、0.115、0.259、0.666 和 0.080，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有着结构简

单，施测方便的优点。 
3、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BW) 
本研究采用严标宾、郑雪等人(2006)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根据 Diner 等人编制的《国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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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调查》量表，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而修订的。该主观幸福感量表包括生活满意度(7 点量表，记分

方式是 1 至 7)、积极情感(9 点量表，记分方式是 1 至 9)和消极情感(9 点量表，记分方式是 1 至 9)三个维

度，三个分量表均为单维量表，其中生活满意度在问卷第一部分，第 1 题至第 5 题共五个题目，积极情

感在问卷第二部分第 1、3、4、7、8、9 题，共 6 个题目，消极情感在问卷第二部分第 2、5、6、10、11、
12、13、14 题，共 8 个题目。三个量表的 α系数分别为 0.9、0.85、0.88，分数根据各维度标准进行计分，

各维度项目相加总和为各维度总分。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体验越强，幸福水平越高。 

2.3. 研究方法 

剔除无效数据后，将有效问卷导入统计分析软件，运用 SPSS Statistics 21.0 和插件 PROCESS 3.4 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T 检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最后运用 PROCESS 3.4 插

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是否在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中起到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采取匿名测量、部分项目反向措施进行测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程序性控制，但是仍然

需要检测是否存在较大的共同方法偏差。本次研究对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测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

的检测，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4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2.68% (小于 40%)，因

此，本实验所得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表 1 通过描述性统计呈现了各变量及其下属子维度的均值情况，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心理弹性的

均值为 19.22 ± 2.62，核心自我评价的均值为 34.42 ± 6.87，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 21.66 ± 18.24。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variable (N = 528)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 528) 

变量及子维度 Min Max M SD 

心理弹性 9 25 19.22 2.62 

目标专注 8 25 19.28 3.08 

情绪控制 6 28 18.57 3.45 

积极认知 6 20 16.20 2.47 

家庭支持 7 30 22.15 4.34 

人际协助 6 30 19.76 5.24 

核心自我评价 15 50 34.42 6.87 

主观幸福感 41 145 21.66 18.24 

3.3. 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3.3.1. 大学生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在本次研究当中的性别(男、女)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统计方法，将性别纳入心理

弹性、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的差异性检

验。最终得出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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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il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表 2. 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性别 M SD t p 
心理弹性 男 19.07 2.51 

−0.824 0.359 
 女 19.27 2.69 

目标专注 男 19.45 2.90 
0.991 0.263 

 女 19.17 3.19 
情绪控制 男 18.99 3.35 

2.184 0.545 
 女 18.31 3.49 

积极认知 男 16.27 2.39 
0.524 0.49 

 女 16.16 2.52 
家庭支持 男 21.93 4.13 −0.927 0.457  女 22.29 4.47 
人际协助 男 18.73 5.19 −3.599 0.833  女 20.40 5.17 

核心自我评价 男 34.62 6.79 0.759 0.839  女 34.16 6.93 
主观幸福感 男 107.30 17.79 0.907 0.796  女 105.82 18.52 

注：*表示 < 0.05，**表示 < 0.01，***表示 < 0.001 
 
根据表 2 可知心理弹性以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男女性别方面不存在差异(p > 

0.05)。 

3.3.2. 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在年级上差异性检验 
本研究当中的年级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因此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方法，将年级纳入

心理弹性、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的差异

性检验。最终得出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were tested for dif-
ferences in grades 
表 3. 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 

年级 
心理弹性 目标专注 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 

M SD M SD M SD M SD 
大一 18.57 2.35 18.58 2.71 18.33 3.54 16.06 2.67 
大二 19.35 2.69 19.38 3.07 18.80 3.30 16.20 2.58 
大三 19.14 2.67 19.30 3.13 18.52 3.51 16.12 2.22 
大四 19.44 2.54 19.53 3.24 18.38 3.59 16.46 2.60 

F 1.778 1.411 0.479 0.468 
LSD  

年级 
家庭支持 人际协助 核心自我评价 主观幸福感 

M SD M SD M SD M SD 
大一 21.94 4.27 17.92 5.30 32.91 6.66 104.56 17.68 
大二 22.24 4.51 20.12 5.06 34.18 7.04 106.34 18.96 
大三 22.00 4.21 19.74 5.32 34.84 6.80 107.27 17.01 
大四 22.44 4.38 20.37 5.15 34.65 6.77 105.97 19.70 

F 0.288 3.470 1.376 0.382 
LSD  1 < 2,3,4  

注：*表示 < 0.05，**表示 < 0.01，***表示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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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 可知，隶属于心理弹性子维度的人际协助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F = 3.470, p < 0.05)，且

大一学生心理弹性的人际协助(得分均值为 17.92)要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大学生心理弹性的人际协助，其次

是大三学生的人际协助(得分均值为 19.74)、大二学生的人际协助(得分均值为 20.12)，大四学生的人际协

助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得分均值为 20.37)。 

3.3.3. 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检验 
对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最终得出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表 4. 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 

变量 心理 
弹性 

目标 
专注 

情绪 
控制 

积极 
认知 

家庭 
支持 

人际 
协助 

核心自我

评价 
主观幸福

感 
心理弹性 1        
目标专注 0.708** 1       
情绪控制 0.656** 0.407** 1      
积极认知 0.582** 0.492** 0.301** 1     
家庭支持 0.760** 0.405** 0.362** 0.335** 1    
人际协助 0.747** 0.347** 0.302** 0.217** 0.438** 1   

核心自我评价 0.738** 0.530** 0.628** 0.402** 0.514** 0.505** 1  
主观幸福感 0.633** 0.484** 0.513** 0.341** 0.468** 0.412** 0.706** 1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表 4 可得出，心理弹性及其子维度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核心

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两两显著相关，并且心理弹性与其子维度高度相关。 

3.3.4. 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SPSS 插件 PROCESS3.4 中的模型 4，以心理弹性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

价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 样本量为 5000，置信区间为 95%。最终得到结果如表 5 与表

6 所示。通过图 1 表 5 可知，心理弹性可以显著正向主观幸福感(β = 4.409, t = 18.763, p < 0.001)，心理弹

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 = 1.937, t = 25.098, p < 0.001)，此处结论与前面结论一致。当心理弹

性与核心自我评价同时预测主观幸福感时，心理弹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1.709, t = 5.513, p 
< 0.001)，核心自我评价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1.394, t = 11.799, p < 0.001)。通过表 6 可以得

知，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2.159, 3.274]，不包含 0，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在心

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1.24%。 
 

 
Figure 1. Path coefficients of resilience,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 1. 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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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lience,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5. 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β t 
主观幸福感 心理弹性 0.633 0.401 352.062*** 4.409 18.763*** 
核心自我评价 心理弹性 0.738 0.545 629.912*** 1.937 25.098*** 
主观幸福感 心理弹性 0.726 0.527 291.899*** 1.709 5.513*** 

 核心自我评价    1.394 11.799*** 

注：*表述 < 0.05，**表示 < 0.01，***表示 < 0.001 
 

Table 6.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6. 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效应值 
Boot 95%置信区间 

相对效应值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4.409 0.226 3.95 4.846  

中介效应 2.7 0.281 2.159 3.274 61.24% 
直接效应 1.709 0.338 1.023 2.356 38.76% 

4. 讨论 

4.1. 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通过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说大学生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平均分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总体水平较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形成以上几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本

研究的被试群体均为 00 后大学生，整体综合素养比同龄人偏高。同时，由于各地大学的心理咨询室设施

的完善、开设专业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多种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活动，有些学校甚至为每个学生

都建立了心理档案，所以从整体上说整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处于

较高水平。 
在本次研究中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别，该结论与檀晓晓

(2018)以及杨紫豪(2022)的是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现代大学生处于一个优异、稳定的校园环境中，生活更

加自由，更容易满足学生需求，使学生幸福感上升。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上，在性别、生源地、所

学专业、独生子女上无差异，在年级层面上在年级上心理弹性其子维度人际协助大一学生人际协助得分

要显著低于其他年级的学生，其中得分最高的是大四学生，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因为

大一学生来到陌生的环境无所依靠，而大四学生已经在校内几年已经有许多人脉关系可以依靠。心理弹

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在年级层面上，心理弹性的其他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4.2. 大学生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将心理弹性与核心自我评价实验进行结合，证明了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弹性之间有显著

的正相关，同时心理弹性及其各子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心理弹性更高的个体面对

逆境时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应对，可以尽快的进行自我调节，有效地降低逆境困难事件所带来的的负面

结果，因此个体感受到的负面情绪也会相对减少，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高的个体拥有自信、沉稳的特质，他们相信在生活中大多数的事情可

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会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并且相信自己可以解决

问题，出现无力应对，产生无助感、绝望感的情况较少，自身产生的消极情绪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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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大学生心理弹性不仅直接影响主观

幸福感水平，个体心理弹性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深度越高；心理弹性还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对主观幸福

感发挥间接效应，心理弹性高的个体面对困境的时候可以更加专注、更加理性的处理问题，在逆境之中

也可以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判断；心理弹性高的个体相比于其他人更加成熟、自信，对待事情以积极的态

度面对，对待困难进行有效的应对，因而减少消极情绪，提高自身主观幸福感。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在被试取样方面性别与专业比例不平均，专业划分也没有进一步细划分。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增加样本容量和被试人口学变量，使数据更科学与客观。其次，研究方法上，只使用了自评量表的

线上问卷调查，实验性不足。今后的研究需多种方法结合，得到更加科学客观的数据。在研究内容上，

研究中中介变量只计算到总分，未进行进一步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变量进行细分，达到更好

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本研究中，在研究前并没有进行相关干预实验，通过干预研究，可以有

效的提高大学生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大学生心理弹性和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可以使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更上一个台阶。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让心理人格特质更多的与学校心理教育相结合，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相结合，

丰富大学生心理课程内容，拓展心理健康课程思路，并且鼓励学校教师在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强化

大学生心理弹性水平，使得在困境中可以保持更好的核心自我评价，从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要发

挥学校心理咨询室的作用，将团体辅导与个案资讯进行结合，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弹性的整体水平。对

于大一，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没有像高中那么明确的目标，很容易陷入迷茫，从而失去动力与信心。

通过积极的心理引导与教育，为大一新生扫去雾霾，通过提升心理弹性水平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

长。同时对大四的学生，培养他们看清自己的需求，通过家人的支持与朋友的帮助，使大四学生可以对

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核心自我评价。要构建和谐校园，通过塑造和谐阳光，健康包容，团结友善的校园环

境，并且通过组织心理相关的集体活动，使得新生更快适应大学生活，同时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

强化个人优势，逐渐形成积极乐观的核心自我评价以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同时，开展心理弹性干预的

相关训练，培养大学生坚强、韧性的精神品质、提高团队意识，从而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大学生适

当求助增减自身抗压能力，提高心理弹性水平，提高整体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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