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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
主要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评价

[ 1]
。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

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文章试图将大学生性别差异因素引入大学
生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探讨,旨在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对某高校在校 294名大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过程中应加强自信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 使大学生有更强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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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幸福?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这是东方和西
方、古人和今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自身
的精神生活,重视自身的生活质量。人们从哲学、语言
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这
一问题,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从心理学的
角度看,幸福是人类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以
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 (包
括动机、欲望、兴趣 )、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
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
我们只有对幸福的本质了解之后, 才能更好地改善和
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一、问题提出

(一 )主观幸福感的内涵与外延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与生活质量水平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而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心理状态与
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主观幸福感 ( Sub jectiveW ell-
Be ing,简称 SWB )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
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因而 SWB是一种主
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它是
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它是
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

(二 )主观幸福感的构成与特点
SWB由两个部分构成: 情感平衡和生活满意度。

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 占相对优
势的愉快体验, 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
情感平衡包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 但这两
个维度并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 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
量。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综合判断, 作为认知
因素, 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是衡量 SWB更
有效的指标。作为心理学令门术语, 主观幸福感专指
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基本特点是: ¹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他人
标准来评估。º稳定性, 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
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整体
性,是综合评价, 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

(三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环境因素
¹社会环境对 SWB的影响
根据人们体验幸福感的信息来源不同,可将社会

文化分为个人取向文化和集体取向文化。生活满意度
和情感平衡之间的相关在前者中比后者明显。在个人
取向的文化中 (如欧美国家 ), 个人较注重自身的主观
体验,倾向于区分自己与他人, 直接表达个人态度和内
心感受的行为受到鼓励,和自我相关的情感如自尊, 与
SWB关系尤其紧密。而在集体取向的文化中 (如中国
的传统文化 ) ,个体必须和外界社会规则保持一致, 个
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区分自己与他人, 而是与他人保持
和谐一致,个人理想往往是所属群体的理想,个人的感
觉、情绪、思想不被看作行为的决定因素、因而在集体
取向的文化中, 有关自我的情感取向对决定生活满意
度显得不那么重要。

º学习对 SWB的影响
Kat ja等对芬兰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在学校获得的

满足和愉快是影响中学生 SWB的重要因素之一。反
之, 在学校中的挫折失意是引起中学生, 尤其是女中学
生, 不幸福感觉的重要因素之一。

»家庭环境对 SWB的影响
从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 他们的满意感或不幸

福的感觉与他们所体会到的家庭气氛相关。家庭的稳
定、成员间的相互关怀、没有明显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
总体满意度的预期因素。而青少年体会到的家庭结构
松散、父母关系欠佳和严重的家庭矛盾, 都是他们产生
不幸福感觉的预期因素。

2.遗传因素
遗传率的基因一行为研究为遗传因素与 SWB的

相关性, 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学者认为, 人具有快乐或
不快乐的基因素质,气质的差异导致个人体验 SWB的
水平不同。因此遗传因素影响着 SWB的各个方面, 是
预期 SWB的重要因素, 但个人所体验到的 SWB是随
着时间和情境而变化的。因而 SWB不仅仅是某种特
质, 它也有类似情景的特性, 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
果。在个人发展过程中,遗传与环境因素都对 SWB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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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产生影响,外界环境中的各因素通过个性影响 SWB。
(四 )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的研究
Eag ly( 1987)、W endy和 Nancy( 1990)研究发现:女

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差异
可以用男女性社会角色来解释。这种理论认为, 男女
在社会中的角色在情绪体验上有很大的不同, 女性多
从事情绪表达的工作 (如: 教师、护士等 ), 而男性角色
很少强调情绪表达。这样, 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有一种
接受的态度,并相信自己的极端情绪反应会被社会认
可。这些差异引起对幸福感的判断不同, 因此,女性比
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查阅资料发现,近年来,

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甚多, 主要研究大学生主
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 人格, 生活实践的关系, (郑雪,

严表宾,邱林. 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心理学探
新, 2001, 4: 46~ 50)而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研究则比较少, 本研究为了探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是
否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性别差异在主观幸福感方面
的不同,从而为高校开展心理咨询, 并实施相应的干预
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在协助解决其心理问题等方面都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以系为单位采取长春市某高校大二在校大学生做

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共发放 35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294份 。有效率为 84% ,包含女生问卷
155份约占总体的 56%, 男生问卷 139份约占总体的
44%。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小组以总体幸福感量表 ( GWB )为蓝本, 该

量表是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定型的测量工
具,用来评价受试者对幸福的陈述, 得分越高, 幸福感
度越高。G reenspoon和 Saklofske认为其是衡量心理健
康的指标之一, 该量表比其他焦虑和抑郁量表的效能
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共 33个题目, 单个项目
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 0. 48和 0. 78之间, 分量表与
总表的相关W为 0. 56和 0. 88之间, 内部一致性系数
在男性为 0. 91,在女性为 0. 95。本研究小组根据大学
生的现状特点以及前人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的研究 < 1, 2, 6>从而对该量表进行了改编, 共包含 7

个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维度内容包括 ( 1)健康状
况 ( 2)情绪情感 ( 3)人际关系 ( 4)家庭生活 ( 5)学习生
活 ( 6)经济状况 。

(三 )研究程序
1. 理论建构
首先,查阅文献, 查找前人的研究成果, 设计出理

论假设并设计调查问卷, 经过多次修订和改编确定下
来。因考虑到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需要大量样
本的信息,因此在我们的实验中采用调查法, 调查法的
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工具上可以分为问卷调查以及使
用专门的测量量表的调查。我们采用的是问卷调查,
要求被调查人对问卷中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 或发表
自己的意见。问卷分为两种: 描述性问卷和分析性问
卷。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问卷, 是对已存在的问题或
行为的描述。调查法的优势, 首先,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根据研究的需要自主选择被试, 这样可以防止被试特
征作为额外变量混淆实验结果。其次, 有利于进行自
变量和因变量间关系的研究。但是用调查法的结果来
预测行为的效度不高。

发放问卷,经过语言描述, 编码和理论推导侯提出
假设: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包括健康状况,情绪请
感, 人际关系, 家庭生活,学习生活,以及经济状况及附
加 (开放式问卷问题 ) 7个维度构成。

2.项目筛选
通过理论推导和开放式问卷的结合并进行审阅和

修改,删除不相关的题目共包含七个维度, 问卷采用三
等级评定方式,多为是否折中式即为是,否,一般。

3.正式施测与数据处理
发放问卷共 350份, 收回有效问卷 294份,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计算考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
性别差异。

三、结果与分析

(一 )结果

对调查问卷进行评分,积极回答如 /是 0记做两分,

消极回答如 /否0为零分,中间回答如 /一般 0/偶尔0记
做一分, 共 30道单选题,其中 29道为单选题, 最后一
道为多项选择,对被试的问卷进行统计得分,男女性的
总平均成绩为 34、61, 男性平均成绩为 33. 78, 标准差
为 7. 69,方差为 59. 1361女性平均成绩为 35. 35, 标准
差为 6. 08, 方差为 36. 9664. 经检验, F = 1. 60 > F. 05

( 139, 155) = 1. 30,方差齐性。 df= 292, t= 2. 28> .t 05

= 1. 96经过 t检验显示结果显著性别差异。
(二 )结果分析
在我们的研究中,结果经过 T检验显示,当代某高

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性别差异, 大二女生的主观
幸福感高与同年级的男性, 很明显,这与前人的研究结
果并不吻合。 (前人的研究中显示男女性主观幸福感
尊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显著 )。

经过统计分析发现,男性问卷中得分居于 10分到
20分水平的比例为 31% ,而女性在此阶段的分数水平
的仅有 18% ,男性在 30分到 40分这一分数水平的比
例为 43%, 女性则为 58% ,

这一结果显示, 在男性中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低水
平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在本实验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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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高校大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中处于中低水平主观
幸福感的男性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造成这一结果的
原因, 在最后一题多选题中即 /如果你现在感受到不幸
福,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0女生的回答中得分最高
的前三项分别为努力不够, 缺乏生活目标和社会竞争
激烈:男性回答得分最高的分别为精神空虚, 缺乏生活
目标和努力不够, 在男性得分最高的的项目中而女性
在此项的排名为第六,这一差异值得我们的关注。

1.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首先在我们小组实验中
选取的被试是来自某高校的大二年级在校大学生, 而
前人的研究被试则是从社会各阶层中抽样调查, 选取
的被试不同造成结果的差异并不足为奇。

2. 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的问卷是 5总体主观幸福
感量表 6经过考虑大学生自身的特点而改制的, 并不像
其他研究中经过信度,效度的反复测量那样精准,本问
卷只是探寻在高校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
这一现象而研究,采用的也是问卷调查的方式,因此结
果的不同也可解释为是由于采用的量表不同而造成的
差异。

3. 男女本身性别角色的差异是造成本实验结果的
主要原因。男女性在生物学因素如 (遗传基因, 性激素
和大脑 )的差异以及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如
来自家庭,学校, 大众传媒的影响 )而形成的对性别角
色的认同,男性在现实生活中, 对未来的未知生活的压
力以及社会期待形成的社会压力可能比女性承受的更
多更大,这也会造成男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4. 个人所学专业或所从事的职业也会影响个人的
主观幸福感。何瑛的研究发现, 大学生的专业因素对
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 (何瑛. 重庆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重庆师专学报, 2000, 19( 2 ):

35~ 38 12)
该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中,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明

显的六个学科的排序依次为: 艺术科―文科―农科―
工科―理科―医科。这一排序与学生就业压力大的现
实是分不开的, 各学科的差异对学生就业带来了不同
的影响,加之所涉及的知识领域的广度及社会对各种
职业的认同和需要都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
本实验研究中,男性被试多数来自机械系, 信息系的大
二学生,这些专业相对比女性被试所来自的中文系, 外
语学院以及经济系更为现实, 对未来的压力可能更高,

导致其主观幸福感降低。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上
述理论研究。

5. 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当下, 全球的经济危机影
响下,大学生的经济水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以及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对毕业后的前景也影响这大
学生的心理,这一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 大二的大学生可能更多的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
生活,而在这一大背景下,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
结果也会有影响。而男性要面临的压力来自生活, 社
会,未来更多与女性, 这一点可以在本调查研究的最后
一题多选题,即问不幸福分原因, 男性更多的考虑到了
经济因素。

四、讨论

(一 )主观幸福感是对生活的整体评价, 它依赖于

文化及其个体生活结构,但由于人类的共性,它也应存
在共同的结构。本世纪 60年代, B radburn提出了一个
重要发现,他认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并不是同一维
度的两个方面,而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维度, 并且二者都
与主观幸福感相关。Andrew s和 W ithey( 1976)又提出
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 认知维度。这个维度指
个体构建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 并将生活的各个
方面 (如:工作、婚姻、健康等 )作为一个整体来评定自
己的满意感程度。虽然某些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决
定整体满意感判断的重要因素,但是,个体对每个领域
所赋予的权重并不相同。依据上述主观幸福感的三种
维度和特点, 基于各自的出发点和研究目的,许多研究
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概
括起来说,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包括: Gurin和 Vero ff

的直接询问被试是否感到快乐; Cantrir采取 /自我安置
等级法0:让被试者自己确立最好的生活标准和最坏的
生活标准, 然后评定自己目前生活状况所处的位置;

Brabdurn设计了 /情感平衡量表 / ; K amman和 F lat分别
设计出测量情感频率和强度问卷; D iener等编制了 /生
活满意感问卷 0。本实验根据上述理论以及总体主观
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和大学生的现状确定研究的维
度, 即健康状况, 情绪情感,人际关系, 家庭生活, 学习
生活以及经济状况,但由于是问卷调查的研究方式, 并
未对划分的维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而测定划分的
维度是否合理,全面。

(二 ) D ienier( 1984)研究认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呈正相关, 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
Baruoh和 Barne ll( 1986)研究中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
时, 将自尊、愉快、压抑作为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也发现
自尊与幸福感正相关。但也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相
关性不强。Huvbert( 1992)等人研究发现了一种不幸福
的自尊, 也就是说该水平的高自尊与低水平幸福感相
关。他解释的原因是评价不同。而这种评价来自内部
动机和外部动机。一个人对自尊潜力的失去或伤害引
起他愤怒的情绪, 所以不幸福的自尊跟愤怒与对抗情
绪有关。有关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
究。在本组实验结果显示,某高校大二年级的在校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
与性别自尊差异的因素是否存在相关, 也可以是今后
的研究方向。

(三 )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与一定的
标准相对比, 其实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
目标实现了, 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 反之则值低。但事
实上, 过高的期望值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是不利的。
W ilson提出, 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威胁。
然而,在决定主观幸福感时, 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
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 对实现
内在期望 (个人发展 )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
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 (名誉、金钱 )的可能性估计与主
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观幸
福感预测指标, 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外在资源
(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 )和内在资源 (气质、
外貌等 )是否一致, 可以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标。
男女性在期望目标的期待值可能存在差异,这一差异
在性别角色形成中就开始形成,男性在性别形成中,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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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 (如父母的期望价值 ), 学校以及大众传媒中
受到的社会期望可能比女性更高, 这一原因可能也是
造成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原因。

(四 )所选择的专业的影响。 (在结果分析中已有
详细论述 )

(五 )经济因素的影响。 (详见结果分析 3. 2. 5)

五、结论

在本实验的研究中,运用经过改编的 /总体主观幸
福感量表0调查问卷对长春市某高校大二 294名在校
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考察了长春市某高校大学生的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与性别差异,结果经分析显示,

当代某高校大二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显
著,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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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 Being
based on different s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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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angH ua Co lleg e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Ch ina)

Abstract: Recen tly, the Sub ject iveW ell- Being o f the co llege students drew the socia l attention. The Sub ject iveWe ll

- Being reflects the human socia l funct ions and adapt ion, wh ichmeasures the qu lity o f ind iv idua l life. Th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sexua l d ifferences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sub ject iveW e ll- Be ing of the co llege student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sexua l- or ien ted happiness.

Key words: co llege students; sub ject ive w ell- Being; sexua 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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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metacognition in the web- based college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approach

WANG Y an- fe,i GONG Hong- Q,i KANGM e,i ZHANG Wei

( Co lleg e of A rts, H ebe i Eng ineering University, H andan 056038, Ch ina)

Abstract:W 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o llege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hew eb- based co llege Eng lish autono-

mous learn ing approach has been g radually estab lished in co lleges and un iversit ies across China. Studies ind icate that

the success of on- line Eng lish learners depends largely on the ir use o fm etacognition. Therefore, it is o f great necess-i

ty to cu lt ivate m etacognition purpose ly among them. The cultivat ion o f metacogn ition in the w eb - 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env ironmen t falls into two parts: m etacognitive know ledge cultivation and metacogn itive strategy cultivat ion.

And three ch ief approaches can be adopted for the cultivat ion: g iv ing lectures, integrating metacogn itive strateg ies into

diverse on- line activ 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web- based autonomous learn ing; metacogn ition; cultiva tion;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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