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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获得主要受大学生对主观幸福感定义的解析，学校、
家庭、学习生活目标及生活状态诸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加强大学生对主观幸福感定义的理解，改善师生关系和家庭教育

方式及调整学生的生活目标与生活状态，促进大学生获得更多的成功体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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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也都有自己对幸福的
理解，但“幸福到底是什么？”并无一个确切的定义。

为此，我们进行了题为“湖南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的抽样问卷调查，在了解省内大学生幸福感现状的

同时，研究了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影

响程度。这项工作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帮助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本调查针对湖南省内３７所高校（１０所一本
院校，２０所二本院校，７所专科院校）的在校大学
生，以随机发放问卷、当场填写并收回的方式进行。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９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１８７０
份，回收率达９８．４２％。调查对象所在年级、性别、

家庭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１　调查对象年级、性别、家庭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年级 大一 ２２．７８

大二 ２３．３７

大三 ４０．３７

大四 １３．４８

２ 性别 女生 ５７．６７

男生 ４２．３５

３ 家庭住址 城市 ２２．２９

农村 ２５．４５

未知 ５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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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以下七个方面的统计
与分析：

　　一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及其主要来源

表２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及其主要来源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是否觉得自己现

在很幸福

幸福 ４９．０４

一般 ３９．１４

不幸福 ５．５６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６．２６

２
幸 福 最 主 要 的

来源

健康的身体 ３３．４２

和睦的家庭 ６５．３５

富裕的生活 １４．３３

知心的朋友 ２５．７２

其他 １２．９４

３
对自己健康关心

或担忧的程度

不关心 ５．２９

一般 ５１．０７

非常关心 ４３．６４

４

对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有没有明确

的定义

有 ３０．７０

没有 １６．６３

感觉很模糊 ４８．５６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４．１２

５
对未来会幸福的

态度

充满信心 ３０．３２

比较有信心 ４６．７４

一般 ２０．１６

没有信心 ２．７８

为了调查大学生对幸福的看法以及幸福的来

源，我们从五个角度设置了问题并展开调查。

如表２所示，在问到“是否觉得自己现在很幸
福”时，４９．０４％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很幸福，３９．１４％
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幸福程度一般，仅有５．５６％的
大学生觉得自己现在不幸福，另有６．２６％的大学生
表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８８．１８％的大学
生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只是程度不同。

依据前期研究，在幸福感来源问题上，我们的

调查主要涉及了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富裕的

生活、知心的朋友四个因素。调查结果为：６５．３５％
的大学生认为家庭是影响他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３３．４２％的大学生把健康的身体作为幸福感的主要
来源，而将幸福感来源归为富裕的生活和知心的朋

友的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１４．３３％、２５．７２％，此
外有１２．９４％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幸福受其他因素
影响更大些。以上数据表明，家庭对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远大于其它因素。

我们在问卷中还特意设置了大学生“对自己健

康的关心或担忧程度”的问题，结果表明，４３．６４％
的同学表示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５１．０７％的同学
关心自身健康的程度一般，仅有５．２９％的同学不关
心自己的健康。这说明大学生对自己健康的关心

程度与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关系密切。

通过研读已有的论文资料，我们了解到主观幸

福感的科学定义即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

术语，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

体性评估，它从本质上被定义为人们以认知的形式

或情感的形式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是外在的刺激所

诱发的一种具有动力性和依赖性的积极情绪

体验。［１］

在大学生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以及对未来是

否会幸福的问题上，我们了解到４８．５６％的大学生
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模糊，３０．７０％的大学生表示
自己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有明确的定义，

１６．６３％的调查对象觉得自己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定
义，４．１２％的大学生表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些
数据说明大多数同学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基本上

处于模糊和无知的状态。对于“未来是否会幸福”

的问题，４６．７４％的同学表示比较有信心，３０．３２％
的大学生充满信心，２０．１６％的大学生表示一般，仅
２．７８％的大学生对此没有信心，对未来的幸福表示
怀疑。从这些数据我们看到，当前大学生对人生普

遍还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的。

　　二　大学生所学专业及专业满意度与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

表３　大学生所学专业及专业满意度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对所学专业的满

意度

非常满意 ２１．７１％

一般 ６４．２２％

不满意 １４．０６％

２

专业的满意度是

否 影 响 主 观 幸

福感

影响 ３３．４２％

一般 ３０．９６％

不影响 ２７．０６％

没想过这个问题 ８．５６％

在对大学生所学专业及其满意度与主观幸福

感的调查上，如表３所示，６４．２２％的同学满意程度
一般，２１．７１％的同学非常满意自己所学的专业，
而明确表示不满意的同学仅占１４．０６％。同时，在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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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联系上，３３．４２％的同
学认为影响自己的主观幸福感，３０．９６％的同学表
示其影响程度一般，有 ２７．０６％的同学表示自己的
主观幸福感并不受此影响，另外有８．５６％的同学表
示没想过这个问题。这说明专业满意度与主观幸

福感没有构成直接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必过于夸大

主观幸福感与所学专业的关系。

　　三　同学友谊及恋爱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表４　同学友谊与恋爱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与同学（朋友）的

相处中是否显得

孤立并时常受挫

一点也没有 ３８．１３

有一些 ５６．８４

是的，非常严重 ５．０３

２

当朋友遇到困

难时，是否及时

伸出援助之手

全力以赴 ４５．０８

看情况而定 ５２．１４

与我无关 ２．７８

３
恋爱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

恋爱会增加幸福感 ７３．４８

两者没有关系 ２１．０７

恋爱会降低幸福感 ３．６９

不一定 １．７６

４ 和恋人的关系

和谐并相互促进 ４２．２５

平淡无奇，对学习生活影响不大 １８．０７

偶尔产生矛盾且觉得心烦 １４．５５

暂无恋人 ２５．１３

人际关系的处理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门功

课。为了考察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际关系处理

之间的联系，我们设计了４道相关的题目，答案如
表４所示：在“与同学（朋友）的相处中是否显得孤
立并时常受挫”的问题上，５６．８４％的同学认为自己
在与朋友相处过程中有一点受挫，３８．１３％的同学
一点也没有觉得孤立，５．０３％的同学表示自己在与
朋友的相处过程中受挫严重。这说明大多数调查

对象承认在平时的生活中与同学或朋友存在小摩

擦或相互不认同。同时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世界观、人生观的渐渐形成，不同经历的大学生对

生活中相同的事情有自己的见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当朋友遇到困难时，是否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也做了调查。结果显示，

５２．１４％的同学选择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会视情况而
定，及时提供帮助；４５．０６％的同学认为在朋友遇到
困难时会及时伸出援手；仅有２．７８％的同学认为同
学遇到苦难挫折与自己无关。这说明，群体生活中

的大学生普遍具有爱心，也非常看重同学之间的

情谊。

在“恋爱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问题上，７３．
４８％的同学认为恋爱会增加主观幸福感，２１．０７％
的同学觉得两者没有关系，３．６９％的同学表示恋爱
会降低幸福感，１．７６％的同学觉得不一定。这说
明大学生的恋爱与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大体上呈正

相关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我们调查了恋爱过程

中，大学生和恋人的关系，除２５．１３％的同学暂无恋
人之外，４２．２５％的同学认为双方和谐并相互促进，
１８．０７％的同学觉得自己与恋人的关系平淡无奇，
对学习生活影响不大，１４．５５％的同学表示在与恋
人的交往过程中偶尔产生矛盾且觉得心烦。

　　四　师生关系及校园活动与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

表５　师生关系及校园活动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和大多数老师

的关系

关系比较好，经常交流也

会向老师请教问题
１９．８４

关系一般，没多少交流 ７２．９４

没什么概念，不喜欢上课 ７．２２

２

是否经常参加

学 校 的 各 项

活动

会 ２１．７１

偶尔会去 ７０．２１

从未参加 ８．０７

３

丰富的校园活动、

心理咨询和生活辅

导对提高主观幸福

感是否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２０．０５

有一点帮助 ６８．７２

完全没帮助 １１．２３

４

遇到困难挫折时，

是否会求助于学

校的心理咨询和

生活辅导老师

一定会 ４．８７

应该会 ３１．３９

不会 ６３．７４

在表５关于师生关系的检测中，７２．９４％的同
学认为自己和老师关系一般，１９．８４％的同学觉得
自己和老师们的关系比较好，并经常交流，也向老

师请教问题，另外，７．２２％的同学表示自己不喜欢
上课，和老师无交流。这说明大部分学生与老师的

相处相对融洽，但显然远不如中学时代的师生关系

那样亲密。

大学生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的

生活状态和健康水平都普遍受到关注。随着大学

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不断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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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有重要

联系。［２］

从表５我们可以看到：７０．２１％的同学偶尔会
去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有２１．７１％的同学表示自
己经常去参加学校活动，以释放内心的压力，获得

更多的积极体验；有８．０７％的同学从未参加校园活
动，他们表示自己对这些活动毫无兴趣。这说明大

多数同学对校园活动没有表现出很抵触的状态。

在学校心理咨询和学生主观幸福感关系问题

上，当问到“丰富的校园活动、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

对提高主观幸福感是否有帮助”时，大部分同学

（６８．７２％）认为有一定帮助，一部分同学（２０．０５％）
表示非常有帮助；但是在被问及“遇到困难挫折时，

是否会求助于学校的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老师”时，

６３．７４％的大学生表示不会。这说明大部分同学尽
管知道在遭遇挫折困难时，心理辅导之类的活动对

自己有帮助，但并不会主动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

　　五　家庭诸因素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表６　家庭诸因素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３３．０５

不是 ６６．９５

２
是 否 有 留 守

经历

有 ３１．８２

没有 ６８．１８

３

您是否觉得家里

的经济收入对您

而言是一种负担

是 ２６．３１

不是 ４８．６６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２５．１３

４

您觉得父母对

您 的 爱 是 怎

样的

母亲的爱多于父亲的爱 １９．４１

父亲的爱多于母亲的爱 ９．３０

一样的 ７１．２８

５
父母对您的教

育方式

民主型 ５９．８９

溺爱型 ８．６１

权威型 １４．１２

放任型 １７．３３

６

是否满意家长

对 您 的 教 育

方式

满意 ６７．４３

不满意 １７．３８

非常不满意 ３．９０

觉得无所谓 １１．２８

７

父母文化程度

的高低是否有

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１７．３３

有一点影响 ４７．９１

没有影响 ３４．７６

家是每个在外漂游的人休憩的温暖港湾，只身

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也与家庭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考察家庭诸因素与大学生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７道相关的
题目，答题的结果全都归结在表６里面。

如表６所示，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６６．９５％
是非独生家庭，３３．０５％来自独生家庭。其中，没有
留守经历的同学占 ６７．９１％，有留守经历的占
３１．７２％。

在问到“家庭经济收入是否成为求学负担的问

题”时，有４８．６６％的大学生认为家庭经济收入并
不是自己求学的负担，有２５．１３％表示没有考虑过
家庭经济问题，但仍然存在２６．３１％的调查对象认
为家庭经济收入对自己的求学生活有负担。说明

还是有不少同学能感受到家庭经济的压力，也有一

些同学缺乏应有的经济意识。

在对“父母的爱是否一样多”的调查中，我们统

计得出，有大多数同学（７１．２８％）认为父母的爱是
一样多的，部分大学生（１９．４１％）认为母爱多于父
爱，另外一部分大学生（９．３０％）认为父爱多于母
爱。这说明，现阶段大部分家庭已经不再延续中国

传统的慈母严父的教育理念，在生活中，大多数大

学生感受到来自父亲或母亲的爱都是一样的。不

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不

同的影响。在此问卷中，我们列举了四种不同的教

养方式，有５９．７０％的调查对象认为父母对自己的
管理属于民主型，而８．５８％的调查对象认为是溺爱
型的教养方式，同时，选择权威型、放任型的比例分

别为１４．０７％、１７．２７％。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孩子
年龄的增长，更多的父母采用民主型教育方式，让

孩子在家庭事务中有了决策权和发言权。

在对“是否满意家庭教养方式”的调查中，有

６７．２２％的调查对象满意所接受的家庭教养方式，
１７．３２％表示对自己所接受的教养方式不满意，还
有１１．２５％的受访者对父母的教养方式非常不满
意，此外，有３．８９％的人认为无所谓。

在父母文化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问题的

考察上，有３４．６５％的人认为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
对自己没有影响，有１７．２７％的人认为父母文化程
度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此外，４７．７６％认为只有一
点影响。从后两组数据看出，调查对象认为，父母

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在子女的学习生活中能够给

予正确的指导，使子女增加自信，得到更多的积极

情感体验，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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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自尊心、生活目标等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表７　大学生自尊心、生活目标及生活态度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自尊心的强弱

很强 ５９．７３

一般 ３５．８８

无所谓，没感觉 ４．３３

２

是否有非常明确的

生活目标和积极的

心态应对生活

有 ６６．１０

没有 １７．９１

无所谓，走一步算一步 １５．９９

３
面对生活中的

挫折的态度

积极应对，争取扭转事态 ７０．５９

走一步是一步 ２３．３７

不管它 ６．０４

４
获 得 成 功 的

原因

自己认真、努力的结果 ７８．８８

没想过 １６．２０

完全是运气好 ４．９２

５
对生活现状的

感受

坦然接受自己的生活现状，

并坦然面对自己的生活经历
５９．３０

不怨天尤人，对别人的生活

能够持一种平稳的心态
３３．４２

觉得很郁闷烦躁 ７．２２

为了探究自尊心、生活目标、生活态度以及对

挫折的态度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我们

设置了５组问题进行调查。
在自尊心强弱问题上，５９．５４％的大学生认为

自己有很强的自尊心，３５．７７％的大学生觉得自己
自尊心一般，只有４．３２％的大学生认为无所谓，没
感觉。从数据的分析来看，现阶段大学生自尊心都

保持在较强的状态。

在“是否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积极的心态应对

生活”问题上，有６５．８８％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明
确的生活目标，而完全没有目标和没有明确目标，

走一步算一步的大学生分别占１７．８６％、１５．９４％。
据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当前都拥有明确的生

活目标和阳光向上的生活态度。他们在感受到生

活的意义的同时，产生自我效能感，从而在社会生

活及困境中保持良好的状态。

在调查大学生对挫折产生的反应时，有

７０．３１％的大学生表示，即使处于不利局面，会努力
争取扭转事态，并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实现目标。与

此同时，也有２３．２９％的大学生选择顺其自然，走一
步是一步；仅有６．０２％的大学生遇到困难受挫时会
极端的选择消极方式，用完全不管它的态度应对。

这说明当代大学生的抗挫能力大部分都处于较强

和一般的状态。

在对大学生成功归因方式的调查中，７８．５７％
的大学生认为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４．９０％的大
学生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为运气好，另外还有

１６．１５％的调查对象表示未想过这个问题。可以看
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原因。

基于以上考量，我们就大学生对自己当前生活

现状的总体看法也进行了调查。从表７我们看到，
会坦然接受自己的生活现状，并坦然面对自己的生

活经历的大学生占调查总数的 ５９．１２％；另外，
３３．３２％的大学生对于生活现状呈现为一种不怨天
尤人，对别人的生活能够持一种平稳的心态；仅有

７．２０％的大学生认为，当前生活状态让他们很郁闷
烦躁。可以看出大学生总体表现为对生活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

　　七　对大学生活的想象、生活满意度与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

表８　对大学生活的想象及生活满意度

序号 问题 选项 比例（％）

１

现实中的大学生活

和期待中的大学生

活是否一致

基本符合 １９．２５

一般 ５２．９４

完全不符合 ２７．８１

２
在大学生活中是否

会觉得烦躁不安

从来没烦躁不安 ６．４７

偶尔烦躁不安 ８６．９０

经常烦躁不安 ６．６３

３ 对生活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２５．１３

一般 ６８．２４

不满意 ６．６３

对于每一位大学生而言，在进入大学之前都会

对大学生活充满各种想象。在调查中，２７．７２％的
大学生认为现实中的大学生活和期待中的大学生

活完全不一致，认为基本符合自己想象的只占

１９．１９％，处于中间状态的占５２．７７％。这个结果基
本还是呈正态分布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调

查了大学生“生活中是否觉得烦躁不安”和“生活

的满意度”问题。所调查的大学生中，偶尔烦躁不

安的为８６．６２％，经常烦躁不安和从来没有烦躁不
安的分别为６．６１％、６．４５％。同时，６８．０２％的大学
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满意度一般，２５．０５％的大
学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另外有６．６１％的大学
生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从这些数据来看，大学生

的情绪还是值得学校关注的，现在的大学生活也不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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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像精英教育时代那样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神

圣的地位。

综上所述，湖南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

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获得主要受大学生对主

观幸福感定义的解析、学校、家庭、学习生活目标及

生活状态诸因素的影响。其中和睦的家庭是大学

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同学满意父母

的教养方式，明显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大部分

同学满意自己所学专业，并且认为所学专业对幸福

感影响不大。在对所学专业的态度上，大部分同学

表示满意。同时，在专业满意度是否影响幸福感的

问题上，大部分同学认为影响不大，只有少数同学

认为有影响。大多数同学能正确合理的处理学习、

生活和友谊、恋爱的关系，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友

谊、恋爱对主观幸福感有正面影响。绝大部分同学

表示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这些都足以说明当今大学生生活状况的良好

与人生态度的健康。但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隐忧，比

如不少同学表示很少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许

多大学生认为学校的心理咨询与生活辅导在一定

程度上对他们解决问题，缓解内心压力有帮助，但

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表示不会向心理咨询老师和生

活辅导老师寻求帮助；大部分同学表示和老师关系

一般，还有少数同学甚至表示不喜欢上课，和老师

没有交流；家庭经济收入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仍然是

求学过程中的一个负担，同时，部分学生缺乏应有

的经济意识。

针对以上问题，课题组拟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丰富校园活动，提升生活品质。大学其实

也是社会的缩影，多元丰富的课外活动可以为大学

生们提供学习、展示、交流的平台，可以让他们在实

现自我价值、获取多方友谊的过程中增加主观幸福

感。现在的问题是大学活动虽然不少，但不一定能

满足大部分同学的要求，也缺乏应有的宣传与引

导，所以要在活动本身的品质与宣传引导上下

功夫。

二是加强师生交流，改善师生关系。大学的班

级组织与授课制度本来比较松散，学生除了在上课

时能见到老师外，平时很少与老师打交道。现行的

只重科研的评价制度更让大学老师无心于教书育

人。虽说独立自主本身也是大学生活的必修内容，

但在没有真正走入社会之前，大学生们还是需要有

人指导他们立身行事的原则与方式，专业的探求也

需要更多课外的指导。所以大学的管理者与大学

老师们要端正态度，以人为本，既从制度上保证教

书育人的首要地位，也从心性品格上倡导传统的传

道、授业、解惑精神。具体而言，可以尝试本科生班

导师制，从大一开始，就为本科生配备专业班导师，

以辅导他们的学习与生活。

三是完备心理咨询，落实生活辅导。心理咨询

的理念和意义已然深入人心，但真正让每个人将其

视为平常甚至付诸行动却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其中原因，一在宣传力度不够，二在形式单一。如

果让大学里所有教职员工自身首先接受必要的心

理测试与心理辅导知识的培训，然后给学生提供多

种多层的咨询途径，其效果必然大大改善。生活辅

导也要逐步改变监管的模式，转为真正的辅导甚或

服务。

四是提倡担当精神，培养经济意识。担当是每

一个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人应有的精神，经济意识则

是现代社会必需的意识。担当精神与经济意识的

培养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们只能从点点滴滴做

起。比如让学生了解家庭经济状况，了解父母的辛

劳，鼓励学生参加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实

践，赚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费用，籍此培养学生的感

恩之心与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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