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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及与自尊的关系 

刘志强 

【摘要l目的 探讨高职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与自尊的关系。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 

取江苏省三所高等职业院校2063名高职生，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 自尊量表(SES)调查高职生主观 

幸福感状况及其与自尊的关系。结果 高职女生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7，P< 

0．叭)；母亲是大学文化的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评分高于母亲是小学文化的高职生( 3．88，P<0．01)；人文艺 

术类与理工科类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3，P<0．01)；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自尊 

之间有正相关关系(r：0．17，P<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结论 性别、母亲受教育程度和专业 

类别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尤以男生、母亲是小学受教育程度及理工类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较低，加强高 

职生的自尊有助于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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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vith self—esteem Zhi—qiang． 

Yancheng Industri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YanCheng 224005，China 

【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lf—esteem． 

Methods 2063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lf—esteem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Results The differ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different 

gender stud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he girls was higher than boys~t=2．97，P<0．01)；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different influence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mother on vocational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ubjective well—be— 

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s whose mothers have a college degre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vocational students whose mothers have pri— 

mary schooling(t=3．88，P<0．01)；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the differ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etween human— 

ities and arts students and science students(t=3．13，P<0．01)；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elf—esteem(r=0．167，P<0．01)，and self—esteem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Conclusion Strength— 

ening the self—esteem training of vocational student could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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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 

个体根据自身评价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 

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综合性心 

理指标 ，它包括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和情 

感(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项综合性衡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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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国内关于 SWB的研究主要围绕普通高 

校大学生、老人、教师和中学生等人群 ，而对 

高职院校学生 SWB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本研究 

拟采取大样本调查高职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特 

点，探讨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关系，为高职院校心 

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江苏省 

三所高等职业院校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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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外出实习未能测试)2217人，回收有效问卷 

2063人，有效问卷回收率 93．05％。年龄 l7～23 

岁，平均年龄 (20．51±1．83)岁；男生 1110人 

(53．81％)；女生 953人(46．19％)；理工科学生 

1241人 (60．16％)，文 科 类 学 生 821 人 

(39．80％)；均为汉族。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自编社会人 口学问卷，包括家 

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其中家庭 

结构分为核心家庭、传统家庭和单亲家庭三种类 

型，核心家庭是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成员是夫妻 

两人及其未婚孩子；传统家庭是指三代人及以上 

组成的家庭；单亲家庭是指父母离婚或父母其中 

有一人过世，子女和父亲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 

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包括大专、本科及以 

上)、中学(包括中专、高中和初中)和小学(包括 

小学和文盲)。职业分为5类：农民、工人、公职人 

员、商人和待业。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 

ual，GWB)̈ ，采用 Fazio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 

心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量表共有 25道题，中 

文版由段建华修订，具有良好的信度(r=0．87，P 

<0．01)和效度(r=0．50，尸<0．01)，分值越高，幸 

福感越高。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采用 

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 由 lO个条 目 

组成。分数按 4级评分，总分范围是 10～40分， 

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在关于自尊的 

测量中被广泛使用并表现出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中，自尊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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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调查方法 采用集体施测，以班级为单位在 

电脑机房进行网上测试，由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 

教师担任主持，集中施测时间为30分钟。再对整个 

问卷进行严格审查，发现无效问卷或者是只测试一 

个问卷的给予剔除。 

1．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5．0进行t检验、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一元回归分析等。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及家庭环境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评分 

的比较 分析显示，高职女生的主观幸福感评分高 

于男生( =：2．97，P<0．01)。不同家庭结构、父母受 

教育程度以及父母不同职业类型的高职生主观幸福 

感的方差分析显示，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高职生主 

观幸福感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8，P< 

0．05)，其他因素上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比较显示，母亲是小学 

受教育程度与母亲是大学受教育程度对高职生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不同专业和年级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评分 比 

较 人文艺术类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分值高于理工 

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3，P<0．01)；大一 

与大二高职生主观幸福感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3 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关系 高职生 

主观幸福感评分与 自尊总评分正相关(r=0．17，P 

<0．01)。为进一步了解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 自 

尊的关系，本研究以自尊总分为自变量，以主观幸 

福感总分：勾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发现，自尊 

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度为2．7％。见表 1。 

表 1高职生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3讨论 集三 藿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女生主观幸福感评分 得女性情感细腻，情绪体验比男性深刻，因此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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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感受和觉察方面可能比男性要多，另一方 

面在对高职男生的研究中也发现 ，他们在压力 

应付方式、处理情绪能力以及处理现阶段发展问 

题往往难以有效和理智地解决，心理压力和心理 

问题发生率显著高于高职院校女生。当然，也有 

研究 发现 在主 观幸福 感方 面不存 在性 别差 

异 ，这可能与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普通高校大 

学生，本研究对象是高职院校学生，两者在心理发 

展方面本身就存在着差异有关。 

本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类型、父母职业和父亲受 

教育程度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1)，这和有关研究结果一致 ；但 

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母亲是大学文化的高职生主 

观幸福感评分高于母亲是小学文化的高职生。提示 

可能是文化层次较低的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往往较 

为粗暴、严厉简单，容易造成家庭氛围紧张，使得子女 

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幸福和安全感；此外，母亲文化 

层次低使她们从事的职业也相对“低下”，由于母亲 

是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当子女长大后在他们 

眼中会觉得母亲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导致子女 

成年后认同感降低 。 

本研究发现，人文学科的高职生主观幸福感 

评分高于理工科高职生(P<0．O1)，这与何瑛 

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理工 

科高职生学业压力普遍比人文艺术类的高，长期 

的应激压力会直接导致理工科高职生幸福感指数 

降低；其次，性别在学科中的分布差异较大，理工 

科高职生中男生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女生，而人文 

艺术类高职生中女生所占比例远远高于男生，因 

为高职女生主观幸福感高于男生，这样也就直接 

导致了理工科高职生主观幸福感比人文艺术类的 

高职生低；最后，在自我关注和发展方面，人文艺 

术类高职生对自我更为关注和认同，愿意花费较 

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 自己生活质量和品位 

上，相比之下理工科高职生则花费更多的时问和 

精力用在繁重的学业或者是网络游戏等，这样势 

必会造成理工科高职生幸福感指数偏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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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关系(P<0．O1)，这与严标宾等  ̈的研究结果 
一 致。具有高自尊的高职生往往对自己持有肯定的 

态度，更为乐观豁达，自信心强，有较合理的应激方 

式，他们在面临困难或逆境时会试图改变情景而不 

是选择逃避现实，所以往往能更好的应付各类问题， 

自我效能感也较高，幸福感也相应更高些；而低自尊 

的高职生对自己持有否定态度，往往怀疑自己能力， 

归因方式存在偏差，在应对问题时表现出怯懦或者 

逃避，幸福感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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