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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总体幸福感的初步调查研究. 对 194 份有效问卷分

析 ,结果显示 :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总体幸福感为 75164 分 ;性别、民族、家庭收入等因素对总体幸福感无影

响 ;学习成绩、身材相貌、道德水平、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极为显著. 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并就改

善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总体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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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健康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要求从各个方面去了解和

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 总体幸福感 ( General Well - being) 是指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目标对其

生命质量做出的整体评价 ,反映特定群体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1 ] . GWB 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

心理状态 ,其特点表现为 : (1)主观性 : GWB 的评价完全依赖于个体自身的标准 ,而非他人的标准 ; (2) 整

体性 :它是一种综合性评价 ———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 ; (3) 稳定性 :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的生活满意

度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并不随时间的流逝或环境的一般性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2 ]
.

我国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群体 ,而大学生人群的幸福感的

研究于 90 年代中后期逐渐展开[3 ]
,且近几年来关于大学生幸福感的研究受到关注[4～5 ]

. 大学生 ———作

为知识的代表 ,是国家未来的建设的栋梁 ,其总体幸福感如何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投身于国家建

设的热情和动力 ,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对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情况有所认识 ,找出影响

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进而提出提高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的建议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民族类高校是

一个拥有来自 56 个民族师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场所 ,这样的特殊环境是否会导致其大学生的幸福

感与一般高校有所差异 ,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否与一般高校大学生不同 ,国内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

很少. 本文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以期对改善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有所裨益.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选择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220 份 ,回收 208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94 份 ,

有效率为 8812 %. 在有效问卷中 ,男性 75 人 ,女性 119 人 ;汉族 104 人 ,少数民族 90 人.

112 　研究方法

调查问卷的设计参考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的总体幸福感量表 ,并借鉴国内段建华[6 ] 的方法. 正

式调查前 ,采用偶遇调查的方法 ,对 2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预测验 ,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改.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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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基本信息、相关影响因素、总体幸福感量表. 基本信息包括年性别、年龄、年级和专业

4 项 ;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来源地、家庭收入、自身开销、学习成绩、道德水平、身材相貌、上网时间、社会关

系和个人性格等 9 项 ;总体幸福感量表由 18 个题目组成 ,包含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

趣、抑郁和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等 6 个方面 ,每个题目有若干选项 ,并各自对

应一定的分值 ,最后的总分是由 18 个题目的得分累加所得.

采用 SPSS 1310 for windows 软件对获得的 194 份问卷中所有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

2 　结　　果

211 　学生总体幸福感现状

对 194 名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分值统计 ,平均分 (M)为 75164 ,标准差 (SD)为 10147 ,最高分为 99 ,最低

分为 40 ,分布近似正态. 其中 75 名男生的平均分为 74177 ,119 名女生的平均分 761181 全国常模男性为

75 分 ,女性为 71 分. 经 t2检验 ,中央民族大学男性大学生总体幸福感分值与常模值无显著性差异 ,女性

得分与常模值有极显著性差异 ,见表 11 统计分析表明 ,所调查的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男、女两性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表 1 　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总体幸福感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the GWB among undergraduate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项目 M±SD 人数 t

男生 74177 ±9. 68 75 0121

女生 76118 ±10. 94 119 511833

　　注 :33为 P < 0101.

212 　总体幸福感在不同家庭收入的学生中的比较

家庭收入按月收入分为 4 个等级. (1) 1000 元以下 :38 人 ,其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为 75145 ; (2) 1000～

3000 元 :80 人 ,其平均分为 75188 ; (3) 3000～6000 元 :56 人 ,其平均分为 75134 ; (4) 6000 元以上 :20 人 ,其

平均分为 75190 ,对以上数据作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21 从表 2 可以看出 , P > 0105 ,说明在中央民族大学 ,

尚不能认为家庭收入不同的学生总体幸福感得分不同.

表 2 　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总体幸福感与相关因素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the GWB among undergraduates with correlative factors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相关因素 分析等级 F t

家庭收入 4 0104

民族成分 2 0189

学习成绩 4 1518733

道德水平 4 1219933

身材相貌 4 318633

社会关系 4 4017733

　　注 :33为 P < 0101.

213 　总体幸福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比较

本调查中有 104 人为汉族 ,90 人为少数民族 ,对调查数据采用 t2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 P > 0105 ,

说明在中央民族大学 ,还不能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总体幸福感得分不同.

214 　总体幸福感在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中的比较

学习成绩分 4 类. (1)优秀 :26 人 ,其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为 77185 ; (2) 中等偏上 :96 人 ,其平均分为

78194 ; (3)中等偏下 :42 人 ,其平均分为 73179 ; (4) 差 :30 人 ,其平均分为 651771 对以上数据采用方差分

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 , P < 0101 ,说明在中央民族大学 ,学习成绩不同的学生在总体幸福感上存在着极显

著差异 ,学习成绩为优秀和中等偏上的学生幸福感得分明显高于中等偏下和差者 ,幸福感更加强烈.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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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采用 LSD - t 检验 ,可以发现学习成绩差者幸福感得分都明显低于其他三组 ( P < 01001) ,差异极

显著.

215 　总体幸福感在不同道德水平的学生中的比较

道德水平归为 4 类. (1) 优秀 :67 人 ,其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为 79199 ; (2) 中等偏上 :101 人 ,其平均分

为 74149 ; (3)中等偏下 :25 人 ,其平均分为 68188 ; (4)差 :1 人 ,考虑到其样本量太少 ,不具有代表性 ,故从

组中删除后作方差分析. 统计分析表明 ,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P < 0101) ,说明道德水平的不同

对总体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且越感觉自己道德水平高者其幸福感越发强烈.

216 　总体幸福感在不同身材相貌的学生中的比较

身材相貌归为 4 类 :自认为身材相貌为出众的有 3 人 ,比较好者为 86 人 ,普通的 99 人 ,而自认身材

相貌为差的有 6 人. 其总体幸福感的平均分依次为 79133 ,78166 ,73119 和 70183 ,将第一组和第二组合

并 ,第三组和第四组合并 ,在此基础上运用 t - 检验. 从表 2 可以看出 , P < 0101 ,说明身材相貌的不同对

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即可以认为不同身材相貌的学生 ,其总体幸福感不同 ,且自觉身材

相貌好的学生 ,幸福感越强烈.

217 　总体幸福感在不同社会关系的学生中的比较

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朋友、恋爱等 ,分为 4 类 :为非常好的有 21 人 ,比较好的 113 人 ,一般的有 59 人 ,

而社会关系差的有 1 人. 删除第四组 ,得到前三组的总体幸福感均值分别为 86114 ,77181 ,68136 ,对以上

数据作方差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 , P < 0101 ,说明在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关系的不同导致总体幸福感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 采用LSD2t 检验 ,任意两组的比较 ,都存在 P < 0101 ,说明社会关系非常好、比较好、一

般三组的总体幸福感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且社会关系非常好的学生最幸福 ,其次为比较好 ,社会关系一

般的学生幸福感最差.

3 　讨　　论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进行了初步调查. 结果显示 :中央民

族大学大学生总体幸福感平均分为 75164 ;性别、民族、家庭收入等因素对总体幸福感无影响 ;学习成

绩、身材相貌、道德水平、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极为显著.

311 　学习成绩与总体幸福感

国内外对有关学习成绩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甚少.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二者的确存在统计学相

关. 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其幸福感明显高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学习是学生的本职工作 ,而且高校中学

生的学习成绩是评定奖学金、推荐免试研究生等的主要依据. 学习成绩的优秀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

而这种自信的逐渐积累 ,将会促进学生对自身、对整个世界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样的学生会感知

到很高的幸福感. 相反 ,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学习中很难体会到快乐 ,有些学生对学习只能采取应付态

度 ,所以他们容易对学校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 ,这种对学校的消极情感体验 ,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

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态度 ,使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悲观、消极的[7 ]
.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因材

施教 ,而且更要注意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鼓励.

312 　道德水平与总体幸福感

本文提及的道德水平仅仅从调查对象的主观出发 ,即调查对象对自身道德水平的一种评估. 研究结

果显示 ,道德水平自我评价越高的学生越感幸福 ,反之则越没有幸福感.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道德水平高

的人往往具有崇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他们感谢世界 ,愿意去报答社会 ,这样的人必然也会得到社会更

多的尊重与回报 ,使他们在与社会相处中能够不断获得满足 ,提升境界. 而一个道德水平自我评价低的

人往往与社会适应存在着鸿沟 ,使他们觉得生活的环境毫无意义 ,在自己的圈子里得不到幸福. 现今社

会提倡关爱他人 ,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基地 ,更应关注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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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设 ,因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在人才培养中同等重要.

313 　身材相貌与总体幸福感

与道德水平类似 ,本文谈到的身材相貌也仅仅是从调查对象的主观出发 ,即调查对象对自身身材相
貌的一种评估. 从结果可以看出 ,身材相貌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这与严标宾、郑雪[8 ]认为身材相

貌不会影响人的总体幸福感不同. 身材相貌自我评估高的人往往拥有较强的自信心 ,使他们在生活中能

够较为专注的面对挑战 ,从而更容易取得成就 ,收获幸福. 此外 ,大学生还未踏进社会 ,除学习外社会生

活较少 ,而大学中男、女生交往频繁 ,使大学生十分重视自身的身材相貌 ,并将其与自我幸福联系起来.

314 　社会关系(家人、朋友、恋爱等)与总体幸福感

国内外的研究都显示社会关系与人的总体幸福感显著相关[9～10 ] . Triandis[9 ] 认为 ,在集体主义文化
(如中国 ,日本等)中 ,个人必须时刻保持和他人的协调 (如服从他人的需要和期望) ,这有利于使他们体

验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也就是说 ,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提升自我幸福感. 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

持、遇到烦恼时得不到足够社会支持的个体 ,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和消极情绪 ;相反 ,得到朋友、配偶、

父母支持并能够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更经常体验到快乐感.

315 　性别与总体幸福感

对于性别 ,往往认为女性拥有更多的极端情绪 ,与男性相比更易消沉 ,这种差异主要来自社会角色
限制 ,传统女性角色承担更多的是家庭照料此类的角色 ,使女性的情感比男性更敏感[11 ] . 但是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 ,两者的幸福感并无差异 ,女性甚至略高于男性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 ,男女平等观念

的不断深化 ,加之科技不断进步 ,社会角色发生改变 ,使女性能够完成以前只有男性能完成的工作 ,甚至

完成得更加出色 ,这也势必会不断提升女性的总体幸福感.

在与外部人群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中央民族的女大学生幸福感平均分 (76118) 高于全国女性的幸福

感得分 (71) ,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央民族大学 ,女生的比例要显著高于男生 (约 3 :1) ,而女生之间更容易

成为彼此感情的倾诉对象 ,更容易建立深厚的友谊 ,找到知心的朋友 ;女生多男生少的现象必然导致女

生更受到男生的注意和重视 ,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女生的幸福感 ;此外在中央民族大学 ,有着大量的艺

术专业的学生 ,往往都是性格比较开朗 ,身材外貌出众的学生 ,势必会有利于自信心的提高.

316 　民族与总体幸福感

对于民族 ,最近有研究者对贵州省几所高校的学生进行过研究 ,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
在总体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差异[12 ]

. 此次调查也没有发现二者的幸福感有所不同 ,也许在一些少数民

族聚居区 ,调查结果会显示幸福感存在差异. 但作者认为 ,在民族大学 ,各民族师生有着共同的学习、生

活环境 ,并且相互影响 ,相互借鉴 ,从而导致这种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带来的幸福感差异势必会不断缩小 ,

最终完全一致.

317 　家庭收入与总体幸福感

家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说法不一. 西方研究者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曾进行过大量的

研究. 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些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关

系 ;有的研究发现 ,只有在非常贫穷时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才有影响 ,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 ,反而会出

现主观幸福感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13 ] . 本次调查没有发现二者的相关性 ,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

懂得 ,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 ,关键在于提高自己与社会的适应 ,与家人、朋友的相处能力以及自我调节意

识. 此外 ,调查没有发现家庭收入不同对幸福感有影响 ,可能与国家、学校采取的对贫困学生特殊帮助有

关 (如设立助学金、绿色通道、学生上学贷款等) ,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国家、社会、学校的关爱. 需要指出的

是 ,尽管如此 ,对家庭贫困的学生 ,学校应给予特殊的关心 ,特别需要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4 　建　　议

现今在高校就读的大学生有许多是独生子女 ,备受家庭的呵护. 近年来 ,在生理、心理等各方面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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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他们 ,却出现因抑郁而不得不接受治疗 ,甚至因不堪压力而选择自杀的事件 ,给个人、家庭和社会

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 了解学生心理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重视学生的

心理健康是高校进行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针对本文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结果 ,借鉴以往

的研究成果 ,本文建议应在高校中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旨在能对大学生特别是总体幸福感偏

低的学生带来帮助.

411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 学校可以组织各种社团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如宿舍文化节、辩

论赛等 ,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而且可以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提供交流的环

境 ,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功的幸福感和身心的快乐感 ,使更多的学生找到生活的乐趣. 当然要提示学

生注意协调学习和参加活动的关系.

412 　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

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将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锻炼他们的意志 ,增加

他们的挫折耐受力 ,形成健全的人格[14 ]
. 许多高校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 ,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方

面的困惑 ,促进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辅导员和班导师应该在心理学方面加以培训 ,并在工作中运用. 设立

心理学公共选修课 ,经常开展全校性的心理学讲座 ,邀请心理学研究专业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的讲解都是

不可忽视的环节.

413 　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 ,良好的社会关系 ,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帮助 ,重要的

是可以从精神上得到享受 ,从而增强人们的自信心和满足感 ,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 对此 ,学校要引导大

学生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 ,提高交往技巧. 在交往中 ,要做到真诚与热情 ,充分进行交往实践 ,培养

良好的交往品质[15 ]
. 而对于大学生自身 ,应该懂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 ,学习生活中的很多事都需要主动

去解决 ,应该以积极的方式去处理好与家人、恋人、朋友的关系. 如可以借鉴身边成功人士的经验或者在

课外时间阅读一些相关方面的书籍 ,以提高这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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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pecialityπs Practice Education
MA Xiao2ling ,NIU Jin2zhen ,HONG Xiao2ye ,WANGJiye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 : Practice teaching is the area given strong concern by all the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t emphasizes innovative practical activities such as electronic design competitions and URTP.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first2class professionals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rough improving the training program ,enhancing the competence of the teaching faculties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laboratory management .

Key words : practice teaching ; electronic design competition ; management of opening laboratories ;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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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General Well2being of Undergraduates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ZHOU Yi2jun , TIAN Jin , ZHOU Li2jing , YUN Miao2ying , ZHANG Sha

(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 : General well2being ( GWB)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s studi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analysis of 194 valid questionnair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core of GWB of the

undergraduates reaches 751641Additionally ,gender ,nationality and family income have no impact on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n the other h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ppearance , level of mor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etc.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ense of happiness. The results stated above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 aimed at improving the GWB of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university is made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undergraduates ; general well2being ( GWB) ; influential factors ;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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