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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考察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特质焦虑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对341名独立学院大学生进行了

调查。结果：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r = 0.638, p < 0.001)，与特质

焦虑存在负相关(r = −0.338, p < 0.001)，特质焦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r = −0.469, p < 0.001)。特

质焦虑能够部分中介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直

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可以以特质焦虑为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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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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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ait anxiety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sur-
vey was conducted in 341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and State Trait Anxiety Scale. Resul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r = 0.638, p < 0.001),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rait an-
xiety (r = −0.338, p < 0.001).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it anxie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 = −0.469, p < 0.001). Trait anxiety can partially mediat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
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indepen-
dent college students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is impact can also be 
mediated by trait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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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独立学院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现的办学模式，具有其鲜明的特

点[1]。在这样的环境中，独立学院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其特殊性，表现出与全国同龄大学生相

比更严重的焦虑、抑郁、强迫等心理问题[1]。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在针对独立学院大学生的调

查中抑郁的检出率高达 27.2%，成为困扰该群体的一大心理问题[2]。这些心理困扰如不能得到相应的干

预，将进一步影响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生活幸福。 
领悟社会支持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个体能够感知到的来自家人、朋友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和其他

所有的支持[3]。研究者一般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一个种在个人成长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类特质的个人属

性[4]。在新冠背景之下，人们常常因为社交隔离、工作不便、远离亲友等情况感觉到抑郁，而那些体验

到高领悟社会支持的人往往较少地受到抑郁情绪的攻击[3]。相应地，感受到生活中更多的社会支持的人

往往也感到更加幸福[5]。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指的是一个人从内心体验到的幸福感受，这往往与年轻、健康、外向、

乐观、没有烦恼、受到良好教育、有较好收入、有雄心壮志等众多因素有关[6]。研究发现个人的领悟社

会支持能够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感知到自己获得来自于家人和朋友的社会支持既可以

直接增加正向的情感体验，又能够帮助个体在面临焦虑、痛苦、恐惧等生活事件的时候获得心理缓冲[7]。 
心理学家把焦虑划分为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和特质焦虑(trait anxiety)，其中状态焦虑是个体面对威

胁所产生的一种短暂的且具有情境性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会随着个体所处的时空变化而发生改变；特

质焦虑则是一种具有相对持久的焦虑倾向的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非情境性的特点，无论外界是否存在

威胁或应激事件，具备这种特质的个体常常会体验到较强的焦虑情绪，并出现焦虑状态[8]。研究表明高

职学生[9]和大学生[10]的特质焦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研究发现心脏病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特

质焦虑存在负相关，患者感受到越多来自于家人、朋友的支持，他们体验到的焦虑就越少[11]。因此，特

质焦虑可能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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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假设 

综合来看，领悟社会支持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特质焦虑，从而影响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目前尚

缺乏研究在独立学院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中探究个体的特质焦虑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

介作用。因此，本研究要想探究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研

究假设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存在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特质焦虑与

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特质焦虑在其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四川某独立学院发放了 352 份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 341 份，问卷

的有效率为 96.88%。男生 101 人，占比 29.62%，女生 240 人，占比 70.38%。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9.45
岁，标准差为 0.96，最小年龄 17 岁，最大年龄 23 岁。 

2.2. 研究工具 

领悟社会支持选用由 Zimet 等人编制，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12]进行测量。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采用 7 级计分方式，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 3 个维度，三个维度分数之和为领

悟社会支持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967。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严标宾和郑雪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13]，该量表共 5 个项

目，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从 1 代表“完全不同意”到 7 代表“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主观

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系数为 0.923。 
对特质焦虑的测量采用了《状态—特质焦虑量表》的特质焦虑分量表，由国内学者李文利和钱铭怡

编制[14]，共 20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被试的特质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

朗巴赫 α系数为 0.785。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同时利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插件 PROCESS V4.0 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另外使用 Bootstrap 抽样法进行检验得到 95%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结果如表 1。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存在负相关(r = −0.338, p < 0.001)，与主观幸福

感存在正相关(r = 0.638, p < 0.001)，特质焦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r = −0.469, p < 0.001)。 
这一结果表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之间两两存在密切的联系。

其中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存在负相关，意味着领悟社会支持比较高时，特质焦虑

水平比较低；相反，领悟社会支持低的大学生则伴随着更高的特质焦虑。而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的正相关则意味着那些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比较高的独立学院大学生往往具有更高的幸福感。特质焦虑与

主观幸福感的负相关意味着学生日常非常焦虑，会伴随着更低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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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rait anxie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
dents 
表 1.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M ± SD 领悟社会支持 特质焦虑 主观幸福感 

领悟社会支持 58.03 ± 14.31 1   

特质焦虑 45.18 ± 7.15 −0.338*** 1  

主观幸福感 21.82 ± 6.40 0.638*** −0.469*** 1 

注：***p < 0.001。 

3.2. 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非参数 Bootstrap 法进行显著性

检验(重复取样设定 5000 次，置信区间设置为 95%)。由表 2 可知，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

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285, t = 15.241, p < 0.001)，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特质

焦虑(β = −0.169, t = −6.604,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特质焦虑以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

著正向主观幸福感(β = 0.242, t = 12.973, p < 0.001)，特质焦虑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 −0.256, t = 
−6.868, p < 0.001)。由表 3 可知，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质焦虑可以部分中介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系，中介效应值为 0.04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5.09%。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表 2.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主观幸福感 特质焦虑 主观幸福感 

 t β t β t β 

常量 4.721*** 5.277 36.019*** 54.963 8.406*** 19.363 

领悟社会支持 15.241*** 0.285 −6.604*** -0.169 12.973*** 0.242 

特质焦虑     −6.868*** −0.256 

R2 0.407 0.114 0.479 

F 232.293*** 43.605*** 155.548*** 

注：***p < 0.001。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表 3.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解 

 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BootSE 中介效应量 

总效应 0.285 (0.000, 0.248) 0.019  

直接效应 0.242 (0.000, 0.205) 0.018 84.91% 

间接效应 0.043 (0.024, 0.066) 0.011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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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来看，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著负向预

测特质焦虑，这意味着领悟社会支持可能是影响独立学院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特质焦虑的因素。从这

一点来看，针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干预可以降低特质焦虑，提升主观幸福感。更为重要的是，特质焦虑

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自身的特质焦虑来起作用，因此降低特质焦虑同样能够促进主观幸福感的

提升。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质焦虑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

表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通过特质焦虑来影响主观幸福感，其中特质焦虑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 
本研究显示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这与现有在一般大学生群体

中的研究一致[15]。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来看，它与工作、家庭、娱乐、健康、自我等因素相关[6]，而

领悟社会支持也涉及到来自于家人、朋友等生活中重要成员的支持资源[12]。感知到来自于家人、朋友等

的社会支持，不仅可以提升个人的心理动力，使其获得情感、身体、认知方面的助益，更能够直接带给

人爱、忠诚、自尊、归属感[16]，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以特质焦虑为中介，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以往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负向影响其特质焦虑[10]。个人的领悟社会支持往往是在成长过程中

逐渐塑造、培养、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型、民主型的亲子关系，充足、健康的社交使人感

知到更多社会支持，也让个体在面临生活困难时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姿态应对，获得并使用更多的人际资

源，从而减少日常的焦虑水平，逐渐地帮助个人避免特质焦虑的形成。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特质焦虑负

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17]。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体验，本身就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降低。另一方面，高

特质焦虑的个体还会倾向于注意负面信息，或者从消极的视角看待事件[17]，比如独立学院大学生可能认

为自己不同于公办高校学生，存在自卑心理，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信心等，从而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没有考虑到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可能并非是单向的影响，特质焦虑水平低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从

而获得更高的领悟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和特质焦虑虽然相对稳定，但也可能因为长期处在具有幸福

感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而发生变化。未来可以采用网络分析技术探究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18]。第二，

本研究没有比较独立学院大学生与公办高校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未

来的研究可以同时纳入这两个群体，探究他们的领悟社会支持、特质焦虑、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关系

模式是否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独立学院大学生在自己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从人际关系中获得较好的支持，就

有利于培养出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从而帮助他们减少发展成特质焦虑的可能性，近一步促进他们

的主观幸福感。对于独立学院大学生，想要获得更具幸福感的大学生活，可以从完善和密切亲子关系、

朋友关系的角度，提升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帮助意识到并且主动利用自己的人际支持和社会资源来降低

焦虑，获得主观幸福感。 

4.2.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为：1)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存在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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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特质焦虑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负相关。2) 特质焦虑在独立学院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 可以通过增加领悟社会支持、降低特质焦虑的干预来提升独立学院大学生的

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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