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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在校大学生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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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感是人们毕生的一种追求，文章采用自制的《在校大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对安徽省 *
所不同类型高校 %#*C 人进行了调查，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去调查研究在校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现状，试图了解在校

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及其差异，寻找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为高校的学生工作提供参考。结果发现：不同学校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则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构

成主观幸福感的一些维度上，存在着年级、专业和性别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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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社会的广

泛关注，他们正处在学习专业知识与人格塑造的关

键阶段，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学习、生活

状况将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关于

大学生的问题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在校大学生的

心理问题与就业问题。对此不少学者和媒体作了大

量的研究与报道［%HB］。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将主观的幸福感受进

行量化，用具体的指标去测量。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最早从国外开始，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H*］。国内在

"##+ 年做的“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与 "##F 年公

布的“"##* 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都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和激励讨论［F］。从幸福

感的角度去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已经应用到越来越

广阔的领域中。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主观幸福感

也做了不少研究，如有的从大学生的文化取向、自我

概念研究了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G］，有的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HC］，还有的则从主观

幸福感与人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较少从

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以及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差异进

行探讨，从而较难从整体上把握当前大学生的幸福

感状况。

本调查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去调查研究在校大

学生的生活学习现状，试图了解在校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及其差异。寻找规律性，探讨有价值的对策，

为高校的教育改革提供有可能的帮助。

% 调查方法

%) % 样本的选取

调查对象为安徽省 *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分

别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农业大学、铜陵学院。调查时间为 "##F 年 %% 月，之

所以选择这 * 所高校，是因为首先在学科上，这 * 所

高校涵盖了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偏工科类大

学、农学类大学、偏文科类大学；其次这 * 所高校位

于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 + 座不同的城市。这 +
座城市在环境与经济生活水平上有一定的差异，在

安徽省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选取调查的学生为一

年级至四年级的大学生和部分二级学院的学生。

本次施测共发放问卷 %B## 份，回收 %%FG 份，剔

除废卷 %#$ 份，最终有效问卷 %#*C 份，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 *I 。

在最终的样本中，男生 F+F 人，女生 +%B 人；一

年级 "$* 人，二年级 "CC 人，三年级 "G# 人，四年级

"#*；理工科 **F 人，文科 B+$ 人，农学类 +C 人，二级

学院 %#F 人。

%) " 问卷的施测

本问卷采用分散施测的方式，将“ 在校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发给各所学校的大学生。要

求被调查者认真阅读题目，当场独立完成。

! 收稿日期："##$H #%H #"! ! 修回日期："##$H #+H #G

资助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教改课题（9-) "##GJ?K:"*F）

作者简介：王军（%CG#H），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的数据处理使用 $%$$!&" & 统计软件。

!" ’《在校大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的编制

!" ’" ! 主观幸福感的构成( 本次调查过程中将在校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为 ) 个具体的方

面，分别为：外部环境、对生活的信心与预期、躯体的

健康状况、精神状况、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兴趣发

挥，最后的主观幸福感是这 ) 个方面的综合。

!" ’" * 项目来源( 正如前面的引言部分所述，目前

国内外对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量表的研究

还不够理想，大多数都是为社会上的成年人设计的，

而为在校大学生量身定做的量表较少。而大学生所

处的环境及其价值观与社会上的成年人有着很大的

不同。因此本调查没有采纳这些现成量表，尝试编

制一份能够全面衡量在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问卷

来调查在校大学生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在参考了国内外的有关问卷的基础上，根据现

时大学生的相关问题以及本地区高校的实际情况，

对项目进行了删除、修改和增补，通过项目分析，筛

选了一些较为典型的项目，请相关专家评定，编制了

一个 *’ 道题的测验，分别测量外部环境、信心与预

期、躯体健康、精神状态、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兴趣

发挥 ) 个因子。该问卷的整体克朗巴赫系数 ! +
&! ,*，) 个因子的克朗巴赫系数 ! 分 别 为：&" ),，

&" )#，&" -.，&" --，&" /&，&" ’)，&" ’!。问卷具有一定

的信度和效度。

主要参考量表有：01234 编制的“ 总体幸福感量

表”、516789:: 等编制的“ 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

数量表”和李凌江、扬德森编制的“ 生活质量综合评

定问卷;)’（成人用）”量表［!!］。

!" ’" # 项目组成( 在 *’ 个项目中，测量外部环境、

信心与预期、躯体健康、精神状态、人际关系、自我评

价、兴趣发挥的 ) 个因子各有 #、#、*、-、#、’、* 个。

!" ’" ’ 项目形式与记分方法( 问卷由一系列陈述语

句组成，要求被试读懂题目后，根据自己的实际状

况，做出最符合自己状况的选择。项目采用 :3<9=> /
级评分制记分。

* 调查结果

*" ! 安徽省高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图 ! 为安徽省高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分

布图。由图 ! 可知，安徽省大学生中，主观幸福感从

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

徽农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和铜陵学院。

图 !( 安徽省高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分布图

*" *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幸福感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幸福感调查结果见表 *。由

表 * 可知：从学校整体来说，不同学校的大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外部环境、信心与预

期、自我评价、精神状态、人际关系、兴趣发挥 - 个维

度上不同学校的大学生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异；从

年级来说，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

著差异，但是，在外部环境、自我评价、人际关系、兴

趣发挥 ’ 个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看法存在显

著的差异；从专业来说，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外部环境、精神状态两

个维度上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看法存在着显著差

异；从性别来说，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没

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外部环境和自我评价两个维度

上，不同性别的大学生有显著的差异。

# 分析与讨论

#" ! 学校与主观幸福感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同学校的在

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着差异。究其原因可以

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 个因素上看。除躯体健康以

外，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对其他的 - 个因素在认识上

有显著的不同。现在的大学生对校园的环境、管理

方式与学校提供的服务非常的敏感，自然，学校是在

校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最主要的场所，绝大多数的时

间都在校园里度过，因此大学生对校园各方面表现

出来的敏感很正常。而不同学校由于各种的原因在

校园的环境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也直接导致了

不同学校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学校方面

应该了解学生的现实需求，作出相应的改革满足学

生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生自身可能对学校的某

些方面期望值过高，这就要大学生的自我调整与学

校方面的正向引导。在对生活的信心与预期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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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幸福感

! 外部环境 信心与预期 躯体健康 精神状态 人际关系 自我评价 兴趣发挥 总体幸福感

学校 安工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师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铜陵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农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年级 一年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年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年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年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专业 理工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学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级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性别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 . $& $,，!!!# . $& $$,。

同学校的大学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自然影响一个

人的信心与预期的因素有很多，现在剔除其他的影

响因素，只讨论不同学校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在此

项的得分上与对外部环境的得分较为接近，说明学

校环境等因素对大学生对生活的信心与预期也有较

大的影响。其实，不同的影响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

的，不同的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 ! 年级与主观幸福感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主观

幸福感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不显著。在对不同影响因

素的看法上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对外部环境能够、自

我评价与兴趣发挥 % 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

,）在外部环境方面四年级的得分最高，其次是

一年级，得分最底的是二年级。笔者认为四年级学

生已经进入大学生活的尾声，已经对校园环境等各

方面很熟悉，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生活了 ’ 年的地方，

因此对校园环境等方面的认同度较高；一年级的学

生刚由高中进入大学校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参加

各种各样的活动并且学习压力较小，因此对校园环

境等方面的满意度也较高；大二的学生已经没有了

对大学的新鲜感，而且学习的压力开始增大，开始面

对各种现实的问题，此时对校园环境等外部环境的

满意度交低。

!）在自我评价方面四年级的得分最高，其次是

一年级，得分最低的是三年级。经过四年的学习与

成长，四年级的学生变的成熟起来，能够正确的评价

自己，虽然面对着很大的就业压力，仍然对自己充满

信心；一年级的学生刚进入大学成为“ 天之骄子”自

然对自己的评价较高；三年级的学生正处在专业课

程学习的关键阶段，也面临着是否准备考研的选择，

有部分的同学已仍然处在迷茫的阶段，因此对自己

的评价较低。

%）在兴趣发挥方面一年级的学生的得分最高，

其次是二年级，得分最低的是三年级。一年级学生

刚进入大学，参加各种活动的激情较高，而且大学较

为宽松的管理让他们尽情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而

三年级的学生，称为高年级学生，他们大多数的精力

力放在学习上，由于面对即将的就业部分的大学生

开始对自己的专业的认可度发生变化。

’）在人际关系方面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最高，其

次四年级的学生。一年级学生进入了大学的同时也

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每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对

集体的融合充满了兴趣，这也是人际关系拓展最快

的阶段；四年级学生开始步入社会，对人际关系的认

识更加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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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业与主观幸福感

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主观

幸福感的差异不明显。在对不同影响因素的看法

上，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外部环境与精神状态两个

方面有显著的差别，其他方面没有显著的区别。

$）外部环境方面农学类学生得分最高，其次是

中外合作与二级学院的学生，得分最低的是理工科

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学习负担较重，参加各种课

外的活动相对来说要少一点，对外部环境的认同度

较其他专业的大学生要低。

%）精神状态方面农学类学生得分最高，其次是

文科类学生，得分最低的是中外合作与二级学院的

学生。从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对环境的满意程度与

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是一一对

应的直接关系。

由于本次调查采集的农学类的数据较少（#&
份），可能会对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可以清楚的看

出，理工科学生在对外部环境与精神状态两个方面

的满意度均要低于文科类的大学生。

!" # 性别与主观幸福感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的在校大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明显，但对外部环境和自

我评价两个方面的认识上有显著的差异，其他方面

没有显著的区别。

$）外部环境方面，男生的得分低于女生。一般

认为女生对外部的环境比男生要敏感，而调查的结

果是女生对外部环境的满意度大于男生。这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女生虽然对环境较为敏感但引起的情绪

波动不是很大，而男生则正好相反，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引起较大的情绪反应；另一方面可能是女生比男

生能更好适应环境的改变。

%）自我评价方面，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总体

上说男生的自信心要高于女生。这可能由于男女生

的心理因素上的差异造成的。

# 总结与建议

幸福感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因为它能使大家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幸福感强

弱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因

此大学生必须要注重一个强的幸福感的培养和建

立。一方面大学生自己要注意调节，另一方面学校

和社会也要注重培养在校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培

养。比如说，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从幸福感的调查中

发现他们的自我评价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时相应年

级的大学生就要注意这方面的调整，学校方面要注

意对相应年级自我评价方面的正确引导。这样，大

学生的相关问题一定会得到相应的改善。今天的在

校大学生，将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的幸福感

将会影响几年后社会主流工作者的幸福感，虽然幸

福感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还是有

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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