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３３卷　第５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７

作者简介：白篧篧，女，河南焦作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教育理论

河南大学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白篧篧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采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针对河南大学１１３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①大学生主

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师生同学朋友交往满意感、外在环境满意感、家庭环境满意感、情感满意感、学习及自我满意

感七个维度组成；②在性别上，大学生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外界环境满意度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③在生源

地上，城市大学生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两个维度上的主观幸福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④在年级上，各年级在消极情感、学习

及自我满意度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此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出了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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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简称

ＳＷＢ）作为心理学术语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

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ＤｉｅｎｅｒＥ，１９８４）
［１］。

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日

益受到关注，从个体主观体验出发，尊重个体对生活

的体验和评价，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把握个体主

观生活状况，将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帮助人们实现

自身价值。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

生活质量需我们时刻关注，同时成长中也出现这种

现象：因心理问题引起的事故在高校中频频发生（张

凤林，王振勇，１９９８；郑丽君，１９９９）。因此，对正处于

发展时期的大学生成长、教育，及进一步指导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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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健康地生活和实现其人生价值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评价者对其生活质量所做

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它是一种主观的、整

体的概念，同时也具有其相对稳定性。其由三个部

分构成：积极的情感体验、消极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满

意度。其中生活满意度是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总体

性的认知评价，包括对外界环境的满意度，家庭满意

度，自我满意感，等。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国内研究及主要结论

近三十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国内取得了大

量成果。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概念、测量、城市居民

生活满意度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从开始的以年

龄为特点的研究发展到以群体属性为特点来研究，

研究对象在不断的扩大，但总体上仍然呈现研究领

域不均、群体研究不全等现状。除此之外，因研究方

法、测量工具等不同，其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

在针对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研究中，常用的量

表有段建华（１９９６）对Ｆａｚｉｏ（１９９７）编制的总体幸福

感量表（ＧＷＢ）的修订版，ＥｄＤｉｎｅｒ（１９９５）等人编制

的《国际大学生调查》问卷［２］，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

度量表（ＭＵＮＳＨ）等，这些量表在对我国大学生进

行施测时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这些研究工具

都需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

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

况，编制出适合本土研究的测量工具，以便未来做更

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在已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

究中，除了对个体基本资料（如性别、年龄、经济状

况）的研究外，也更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

持、个体的人格特征、人际关系等因素的两两关系研

究，尤其是领悟社会支持这一方面。

众多的研究已对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有了初步的结论，及我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处于中等阶段。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较高的学生，其

主管幸福感较高；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

关；在愉快民主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其体验幸福感

的能力较高；在人口统计变量学中，性别是否对主观

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存在巨大的差异，这还需要我

们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渐加深。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河南

大学一、二、三年级的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方式进行

调查。其中一、二、三年级各４０份；实际发放问卷

１２０份，回收１１８份，回收率为９８．３％，问卷回收后

剔除规律性作答２份，测谎题３题或３题以上得分

≤３分的３份。剩下有效问卷１１３份，有效率为９４．

２％。其中，男生６０人、女生５３人，一年级３８人、二

年级３６人、三年级３９人，城市３４人、农村７９人，独

生子女２８人，占２４．７８％，调查对象的年龄在１７—

２３岁之间。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调查问卷》，问卷分为７个维度３８个项目，加上４道

测谎题和１道效标题，共计４３道题。其中根据因素

分析结果建立７个维度，包括：维度１（Ｆ１）消极情

感；维度２（Ｆ２）积极情感；维度３（Ｆ３）同学朋友交往

满意感；维度４（Ｆ４）外界环境满意感；维度５（Ｆ５）家

庭满意感；维度６（Ｆ６）情感满意感；维度７（Ｆ７）学习

及自我满意感。本问卷的计分方法：采用“完全不符

合、基本不符合、说不清、基本符合、完全符合”５级

评定，分别记１、２、３、４、５分。其中第５、６、１３、１７、

２３、２５、２７题，共七个项目采用反向计分
［３］。某个维

度得分越高说明这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

得分越低影响越弱。

该问卷（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的信度效

度。信度检验：问卷的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信度为０．８６２，

内部一致性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８６。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见表１。

表１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总问卷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α系数 ０．８８６０．８１４０．７９５０．７１５０．５１３０．６２１０．６７９ ０．５６７

效度选用Ａｎｄｒｅｗｓ＆Ｗｉｔｈｅｙ人脸量表作为效

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与效标题的相关为０．

５３，ｐ＜０．０１，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效标效度良好。

信度、效度的指标证明该量表是可信的，在测量

上是有效度的，可以借用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

行测量。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全部问卷数据经过初步整理分析，统一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数据进行ｔ检验、方差分析。

由于第１４题和第２１题是根据被试具体情况有

选择性的回答问题，因此没有回答的被试的得分由

该项目所有的回答被试的该项目平均分数代替，获

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特点。主要考察指标：

①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②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年级、家庭收入、是否独生、

是否单亲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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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对男女大学生的幸福感得分进行测量，男女大

学生在外界环境满意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

上，女生与男生相比，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ｔ

检验显著（见表２）。

（二）独生子女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测量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状况在各个维度上不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由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均值上

看，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相对高一些，但独生子女

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离中趋势较大，说明独生子女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存在较大程度的个体差异。

表２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差异（Ｍ±ＳＤ）

维度 男 女 ｔ ｐ

消极情感 ３．１６５±０．６７５ ３．３９９±０．６９５ －１．８２２ ０．０７１

积极情感 ３．２５２±０．５６５ ３．３５０±０．６２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８４

交往满意度 ３．２８１±０．３２１ ３．２６５±０．３４３ ０．２６２ ０．７９４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３０５±０．８５７ ３．６１６±０．６０８ －２．２０３ ０．０３

家庭满意度 ３．８０１±０．５３５ ３．７８２±０．５８７ ０．１７５ ０．８６２

情感满意度 ３．３５９±０．６４４ ３．３７７±０．３９８ －０．１７８ ０．８５９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３．１０２±０．５２２ ３．０８５±０．４８９ ０．１７３ ０．８６３

总分 １３９．９５±１０．５０５ １４４．４１±１１．５２ －２．１５２ ０．０３４

　　注：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表３　是否是独生子女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Ｍ±ＳＤ）

维度 独生 非独生 ｔ ｐ

消极情感 ３．４１３±０．７２４ ３．４４８±０．６７８ １．２０８ ０．２３０

积极情感 ３．４４８±０．５６０ ３．２５０±０．５８４ １．５５１ ０．１２４

交往满意度 ３．２９２±０．２７５ ３．２６７±０．３５０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５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３５７±０．７９５ ３．４８５±０．７５２ －０．７７１ ０．４４２

家庭满意度 ３．８６６±０．５１１ ３．７６８±０．５７２ ０．８０８ ０．０９８

情感满意度 ３．２８５±０．５２０ ３．３９５±０．５４５ －０．９３５ ０．１２２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３．１２１±０．４３３ ３．０８５±０．５２８ ０．３３３ ０．７４０

总分 １４３．９３±１３．８３ １４１．４７±１０．１８ １．００９ ０．３１５

　　（三）单亲与否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从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均值上看，非单亲家庭的

主观幸福感高于单亲家庭的学生，但由检验结果得

出：单亲与非单亲家庭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无显

著性差异。

表４　单亲与否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Ｍ±ＳＤ）

维度 单亲 非单亲 ｔ ｐ

消极情感 ３．５１２±０．７１８ ３．２６６±０．６９１ ０．７７７ ０．４３９

积极情感 ３．４０２±０．６４７ ３．２９４±０．５９１ ０．３９７ ０．６９２

交往满意度 ３．２６０±０．２５４ ３．２７４±０．３３４ －０．０９２ ０．９２７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６５０±０．７６２ ３．４４４±０．７６４ ０．５８８ ０．５５７

家庭满意度 ３．４５０±０．３７１ ３．８０８±０．５６１ －１．４０８ ０．１６２

情感满意度 ３．２５４±０．３７１ ３．３７３±０．５４６ －０．４８２ ０．６３０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２．８００±０．４９０ ３．１０７±０．５０３ －１．３３７ ０．１８４

总分 １４０．８０±９．４５０ １４２．１４±１１．２８ －０．２６１ ０．７９５

　　（四）生源地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５我们可以看出，城乡之间在积极情感和

消极情感这两个维度上，ｔ检验显著。进一步进行

平均数的比较可以发现，城市学生平均值在积极情

感和消极情感上都要高于农村学生。

（五）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对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历来存在着

一定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

正相关，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权利与地位，

因而主观幸福感较高。由表６可以看出，总体上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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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显著差异的。

表５　生源地对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Ｍ±ＳＤ）

维度 城市 农村 ｔ ｐ

消极情感 ３．４７９±０．７０３ ３．１９０±０．６７２ ２．０６６ ０．０４１

积极情感 ３．４６６±０．５７１ ３．２２７±０．５８８ １．９９３ ０．０４９

交往满意度 ３．２３６±０．２８１ ３．２９０±０．３５０ －０．７９６ ０．４２８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４２７±０．７００ ３．４６５±０．７９０ －０．２４７ ０．８０５

家庭满意度 ３．８１６±０．６０１ ３．７８１±０．５４２ ０．３０１ ０．７６４

情感满意度 ３．３５４±０．５０７ ３．３７４±０．５５４ －０．１７１ ０．８６５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３．０５２±０．５１０ ３．１１１±０．５０４ －０．５６３ ０．５７４

总分 １４４．２９±１２．６５ １４１．１２±１０．４２ １．３８７ ０．１６８

表６　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Ｍ±ＳＤ）

维度 ５００元以下 ５００－１０００元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元 ２０００以上 犉 ｐ

消极情感 ３．１９±１．０３３ ３．３９７±０．６３７ ３．２４５±０．７５６ ３．２６６±０．６４９ ０．２２８ ０．８７７

积极情感 ３．３３７±０．５０６ ３．０５１±０．５８９ ３．３６２±０．５８２ ３．３３３±０．５９７ １．２８４ ０．２８４

交往满意度 ３．１９±０．４１６ ３．１５９±０．３９０ ３．３５１±０．３４３ ３．２５±０．２８４ １．６２６ ０．１８８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５８３±０．８７８ ３．４８６±０．６６７ ３．４７６±０．８０ ３．４１５±０．７７５ ０．０９３ ０．９６４

家庭满意度 ３．６６７±０．５２０ ３．６９４±０．７３０ ３．７１４±０．５３７ ３．９±０．５０３ １．１３４ ０．３３９

情感满意度 ３．５７７±０．６０１ ３．３４１±０．４７８ ３．３４１±０．５４１ ３．３８８±０．５６５ ０．２１９ ０．８８３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３．５３３±０．６１１ ２．９６７±０．４４１ ３．０５７±０．５２５ ３．１４４±０．４９７ １．３９５ ０．２４８

总分 １４０．６７±８．９６３ １３８．３３±１０．７９ １４１．７１±１１．１９ １４３．８２±１１．３４ １．１１２ ０．３４７

　　（六）年级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７可以得出，经方差分析，不同年级的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在Ｆ１（消极情感）和Ｆ７（学习

及自我满意感）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其

他维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继续对Ｆ１和Ｆ７这两个维度中各年级差异进

行多重比较（见表８）。

表７年级对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Ｍ±ＳＤ）

维度 大一 大二 大三 犉 ｐ

消极情感 ３．５１１±０．７３８ ３．１８２±０．６４０ ３．１３６±０．６４４ ３．４８３ ０．０３４

积极情感 ３．２８５±０．５５６ ３．２８７±０．６２１ ３．３２４±０．６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９５０

交往满意度 ３．２２６±０．３７２ ３．３４１±０．２２２ ３．２５７±０．３６７ １．２０７ ０．３０３

外界环境满意度 ３．５４０±０．８１５ ３．４６５±０．７５６ ３．３５９±０．７２１ ０．５４３ ０．５８３

家庭满意度 ３．７７０±０．６５９ ３．６９４±０．５３８ ３．９０４±０．４５４ １．３７３ ０．２５８

情感满意度 ３．２０３±０．６２１ ３．４７４±０．４１２ ３．４３１±０．５２９ ２．８４３ ０．０６３

学习及自我满意度 ２．９１１±０．５３０ ３．１７８±０．４１１ ３．１９５±０．５２０ ３．９９４ ０．０２１

总分 １４１．７１±１２．５８ １４１．７２±１０．１９ １４２．７７±１０．８５ ０．１１２ ０．８９５

　　由表８可以看出，在Ｆ１中一年级主观幸福感

得分和二年级、三年级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性

差异，Ｆ７中二年级主观幸福感得分和一年级得分存

在显著性差异，三年级主观幸福感得分和一年级得

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在Ｆ１和Ｆ２中二年级和三年

级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不显著。

四、讨论

（一）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维度构成

对于主观幸福感维度的构成，并非存在高度的

一致性。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社

会发展的程度和行为规范各具差异，从而影响人们

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也各有差异。即使是在同样的

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是性别差异都会

对主观幸福感存在不同的体验。大学生是社会中的

一支特殊群体，身心都在不断地发展，他们对主观幸

福感的体验更会有其特殊之处，“主观幸福感不能滞

留于少数思想者对构成幸福内容的判断，需要挖掘

特定目标研究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内容。”（刑占

军，２００３）本文就这个思路出发，去深入调查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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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殊群体，从七个不同的方面去对大学生主观

幸福感进行探究，发现这些维度能够反应大学生这

一特殊群体的情感体验。

表８　Ｆ１和Ｆ７两维度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Ｉ）年级 （Ｊ）年级
均值差

（Ｉ－Ｊ）
ｐ

Ｆ１

１

２

３

２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９

３ ０．３７５ ０．０１６

１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４７ ０．７６６

１ －０．３７５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４７ ０．７６６

Ｆ２

１

２

３

２ －０．２６７ ０．０２１

３ －０．２８４ ０．０１３

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１７ ０．８８１

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１３

２ ０．０１７ ０．８８１

丁新华等（２００３）曾对幸福感的维度进行实证探

究，而该研究的问卷与其维度进行对比，增加了外界

环境满意感和情感满意感，其他较为一致［４］。由于

处于学校这一较为相似的环境中的个体，学习、交

往、自我都是他们比较关注的方面，所以学习满意

感，同学朋友交往满意感、自我满意感都出现在初中

生和大学生的幸福感维度中。新增情感满意感也有

其原因，因为情感满意感中涉及爱情，这与初中生主

观幸福感相关程度不大。对于新增外界环境满意感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大学生关注时事政治要大

于其他群体。黄希庭等（１９９９）对大学生的调查显

示，在大学生所选择的重要人生目标中，“国家强盛”

居于显著位置［５］。对于国家形式和世界局势的满意

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体验。

在主观幸福感问卷得分中，最低的是Ｆ７（学习

及自我满意感）。车文博等（２００３）曾对全国１３所大

学共２００７名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感状况进行调查，发

现导致大学生群体中压力最大的是学习压力。而本

次调查在第１２个项目“我总是感到学业任务繁重，

学习压力太大”项目得分均值为２．７９远远低于总得

分平均水平３．３７。这一维度所涉及的自我满意感

得分也很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中得分均值较

高的是Ｆ５家庭满意感，这可能与大学生和家庭成

员交流的重视和情感投入有关。

（二）性别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测量结果，男女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存

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在不同维度上的男、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中，在外界环境满意感

这一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论和以前部

分研究结果一致。李志等（２０００）对７８０名重庆大学

生的调查发现，觉得很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女生达

５９．６％，高于男生４６．０％
［６］。在当今社会，女生获

得的社会支持一般比男生要多。而男生，所要承担

的社会责任、社会压力均要高出女生。因此，在对外

界环境满意度方面，女生要显著高于男生。另外，研

究者对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看法不尽相同，而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侧重点

不同，分析数据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做

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够单纯的用“是”或“否”来回答

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而是应该将着力点

放在主观幸福感存在什么样的性别差异上。

（三）独生子女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测量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在多个维度的得分都

略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在总体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陈静等（２００３）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明显比非

独生子女的满意感高不一致。在实际生活中，独生

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确实各有特

点。独生子女在求知性、想象力和灵活性等方面要

略优于非独生子女，但其在情绪稳定性、自制力和耐

久性等方面又略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些优缺点同时

促进和阻碍了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因此，有必要进

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单亲与否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测量结果显示，单亲家庭的大学生在家庭满意

度、情感满意度和学习及自我满意度的指数得分上

明显低于非单亲家庭的大学生，但是总体水平单亲

与否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随着我国

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单亲家庭成长的子女数量不断

扩大，尽管有不利的环境影响，但是大多数的单亲家

庭子女都能够积极的面对且勇于承担，更能够领悟

生活的意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

（五）生源地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对于生源地，虽然城镇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农村

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总表中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分量

表Ｆ１（消极情感）和Ｆ２（积极情感）中，城镇学生主

观幸福感和农村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性差异，

且城镇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农村学生主观幸福

感得分，显示出城镇大学生在消极情绪（沮丧、压抑、

孤独、厌烦、对前途的担心和恐惧等等）方面要高于

农村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其生活的环境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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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积极情感（对自己做完的事情感到自豪、幸运

感、有希望、对事物的兴趣、对生活的控制力等）又高

于农村大学生。这可能是他们生活在大城市，眼界

更为开阔，自身也存在优越感，使得自己有更多的积

极情感体验。也有研究表明：这是两个群体不同社

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反映。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原

本就可能出生于高教育文化背景中，而农村的学生

则出生在文化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环境中，可能面

对更多自我调节和适应方面的压力［７］（张雯，郑日

昌，２００４）。

（六）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对于不同家庭经济收入的学生，家庭收入越高，

主观幸福感总均值越高，但总体上差异不显著。对

比数据，发现收入在５００元以下的学生，在消极情感

和家庭满意度两个维度上均值最低；在情感满意度

和学习及自我满意度两个维度上均值最高。由于家

庭情况不乐观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物质上的困扰，但

是其拥有更加丰富的情绪体验，对学业和自我要求

等方面有更高的追求。

（七）年级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同年级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性差异。三

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些，一、二年级学生

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相差不大。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

分析显示，一年级主观幸福感得分和二年级、三年级

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二年级和三年级

主观幸福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造成这一原因可能

是大一新生刚入学，对新环境不够熟悉，而二、三年

级学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学校的环境已经完全熟

悉，基本掌握了大学的学习方法，自我意识已趋向稳

定，对自我的把握比一年级更加坚定有效，幸福体验

逐渐增强。

五、建议

关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应该关注大学生的情绪

体验、人际交往、外在环境、家庭、学习和自我各方面

认知评价的满意度。首先，学生要重视积极情绪的

积累。积极情绪是主观幸福感维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做令自己感到幸福的事

情，如：读自己喜欢的书；从事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社团活动；亲近大自然

等等，这些事件都会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从而

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水平。其次，学校应当重视积极

情绪教育，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积极

帮助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克服消极情绪，排除心理

障碍；还要做到预防，减少消极情绪和心理障碍的发

生。指导学生提高正确处理和调节自己消极情绪的

能力，培养大学生的耐挫力，使其积极地适应大学学

习生活。最后，有针对性的关注不同大学生的生活

质量。通过调查发现一年级大学新生、家庭经济收

入较低的学生主观幸福感较低。针对这一现象，开

展各种团体活动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并适应新的人际

关系；开展各种与高年级同学交流的活动，以便他们

更快了解新的学习环境，尽快根据大学学习的特点

调整学习方法，找到自己的学习兴趣。对于家庭有

困难的学生，要积极给与帮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

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

当中。对于特困大学生经常出现的自卑、性格孤僻

等心理问题进行专门的辅导。注意加强班级、宿舍

的集体文化建设，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

氛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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