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低是衡量其生活质

量的重要指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

称SWB)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

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

性的特点[1]。主观幸福感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也有

着重要意义，在大学生中，有这样一群学生，他们童

年或少年期曾经有过留守经历，曾经的留守经历对

现在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存在影响，存在什么样的

影响，逐渐引起学者们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留守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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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Underst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it aim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Metho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self-prepared left-behin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students. [Result]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have higher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than students who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in the surve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their total sco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with a view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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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讨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

状况之间的关系，为提升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水平、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对象、方法及研究工具

2.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选取安徽省亳州市、芜湖市共 3所高校学生为

被试对象，抽取大学生783人，剔除无效问卷35份，

获得有效问卷 748 份，有效率为 95.53%。运用

SPSS17.0软件对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调查发

现，具有留守经历学生340人，不具有留守经历学生

408人，被试基本情况见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统计学资料调查

主要包括：性别、是否具有留守经历等，在本研

究中留守经历是指学生在 17 岁以前，父母一方外

出，由另一方监护，或父母双方均外出，由其他亲属

监护，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并通过对具有留守经历

的学生的留守类型、与父母团聚频率等进行进一步

调查。

2.2.2 主观幸福感问卷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是美国国立卫生统计

中心制订的评定主观幸福感的问卷，该量表共有33

个题项，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段建华（1996）对该量

表的修订版，包括 6个分量表，分别为：对生活的满

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

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焦虑），全国

常模得分分别为男性 75分，女性 71分，得分越高，

幸福度越高，本量表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为

0.48～0.78，分量表与总表的相关为 0.56～0.88，内

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0.91，女性为0.95，重测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0.85[2]。

2.2.3 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心理健康调查量表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该量表共90个项目，采取五级评分：1分=没有症状，

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包括：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

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项目共10个因子，总

分超过 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 43项，或任一因

子分超过2分，可考虑筛查阳性。

3 研究结果

3.1 基本情况分析

由表 2可以看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

理健康总分在是否具有留守经历上具有显著差异。

由表 3可以看出，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

分均值为 65.812，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分维

度得分均值见表3。

对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得知，

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总分均值=1.688，心理健康

各分维度得分均值见表4。

项目

性别

是否留守

留守类型

与父母团

聚频率

内容

男

女

留守

非留守

父母其中一人外出

父母均外出

半年以内

半年以上

频数

350

398

340

408

327

421

223

525

百分比/％

46.8

53.2

45.5

54.5

43.7

56.3

29.8

70.2

表1 被试情况表

表4 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基本情况

维度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忧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项目

心理健康总分

N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均值（T分数）

1.454

2.131

1.891

1.623

1.645

1.721

1.569

1.606

1.522

1.776

1.688

标准差

0.302

0.492

0.550

0.345

0.446

0.579

0.354

0.451

0.411

0.539

0.269

表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在是否具有

留守经历上的差异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表示 P<0.001，下同。

维度

主观幸福感总分

心理健康总分

留守(M±SD)

65.812±9.883

1.688±0.269

非留守(M±SD)

78.586±10.516

1.408±0.217

t

-16.999***

15.455***

P

0.000

0.000

表3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基本情况

维度

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

对健康的担心

精力

忧郁或愉快的心境

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

松弛和紧张

主观幸福感总分

N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均值

6.962

8.529

13.556

13.147

9.606

14.012

65.812

标准差

1.940

2.829

3.640

4.235

2.605

3.283

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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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性别上的差异

如表 5所示，以性别为自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曾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

心理健康总分进行分析时，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

男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显著高于女生（t=-15.629，

P<0.001），女生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男

生（t=12.681，P<0.001）。

3.3 在留守类型上的差异

如表6所示，以学生留守类型为自变量，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对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

理健康总分进行分析时，得出：在主观幸福感总分

上，父母其中一人外出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均外出

的学生（t=12.788，P<0.001），在心理健康总分上，父

母均外出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其中一人外出的学

生（t=-20.520，P<0.001）。

3.4 在与父母团聚频率上的差异

如表7所示，以与父母团聚频率为自变量，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

康总分进行分析时，可知：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年

以内和半年以上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团聚

频率在半年以内的学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显著

高于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年以上的学生（t=13.077，

P<0.001），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年以上的学生在心

理健康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

年以内的学生（t=-17.591，P<0.001）。

3.5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对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

总分及其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时，如表8所示，主观

幸福感总分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

著负相关。

表5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在性

别上的差异

维度

主观幸福感总分

心理健康总分

男(M±SD)

72.380±8.475

1.531±0.269

女(M±SD)

59.546±6.483

1.838±0.163

t

-15.629***

12.681***

P

0.000

0.000

表6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在留

守类型上的差异

维度

主观幸福感总分

心理健康总分

父母其中一人

外出(M±SD)

72.672±8.172

1.444±0.218

父母均外出

(M±SD)

61.182±8.094

1.853±0.149

12.788***

-20.520***

0.000

0.000

表7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在

与父母团频率上的差异

维度

主观幸福感总分

心理健康总分

半年以内(M±SD)

72.992±8.077

1.455±0.233

半年以上(M±SD)

61.255±8.058

1.836±0.166

t

13.077***

-17.591***

P

0.000

0.000

注：1=主观幸福感总分，2=心理健康总分，3=躯体化，4=强迫症状，5=人际关系敏感，6=忧郁，7=焦虑，8=敌对，9=恐怖，10=偏

执，11=精神病性，12=其他。

表8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t P

1

1

—

2

-.420***

3

-.123*

4

-.159**

5

-.384***

6

-.295***

7

-.230***

8

-.259***

9

-.267***

10

-.318***

11

-.361***

12

-.212***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

健康总分在是否具有留守经历上差异均达到显著水

平，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高于具有留守

经历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幸福感水

平越高，这说明，不具有留守经历的学生主观幸福感

水平高于留守经历学生。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

总分高于非留守经历学生，SCL-90症状自评量表得

分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因此，调查结果表明，非留

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留守经历学生。

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

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

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

男生，这说明在本次研究结果中，男生整体的幸福感

水平高于女生，男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也高于女

生，这可能跟男女生的性格因素有关，相对来说，女

生更易感受到敏感、低落的情绪，情绪容易波动、不

稳定，一般而言，男生抗压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高于

女生，更易体验到满足和放松，因此，相对而言，男生

更易体验到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也高于女生。

根据本研究结果，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

分在留守类型这一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父母其

中一人外出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均外出的学生，在

心理健康总分上，父母均外出的学生显著高于父母

其中一人外出的学生，父母一人外出的学生主观幸

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都高于父母均外出的学

生，说明父母的陪伴对于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

康的重要性，有父母其中一人在家，可以对学生进

行及时的疏导和陪伴，有利于学生体验到更多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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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在与父母团聚频率

这一自变量上，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年以内的学生

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上显著高于与父母团聚频率在

半年以上的学生，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年以上的学

生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与父母团聚频

率在半年以内的学生，可知，与父母团聚频率在半

年以内的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水

平均高于团聚频率在半年以上的学生，这也说明，

与父母经常见面，对于学生幸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

水平有积极作用。

在本研究结果中，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总分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上均存在显

著负相关，SCL-90症状自评量表得分越高，表明症

状越严重，这说明，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

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越强的

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5 结语

调查发现，具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

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均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学生，这

说明曾经的留守经历对于学生当前的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健康状况依然存在影响，因此，要重视曾经

的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研究

还发现，具有留守经历学生中，男生的主观幸福水

平和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且父母的陪伴对于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积极的作

用，曾留守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

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幸福感水平越高，其心理

健康水平越高，这也启发我们，要重视具有留守经

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

身心和谐健康发展，同时也促进和谐校园、和谐社

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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