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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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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调查贫困大学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现状,分析幸福感与满意度关系并找出主要影响满意度的

幸福感因子, 有针对性提高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 方法 �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大连医科大学七年

制 2009� 2006级 259 名贫困生进行问卷调查。 � 结果 � 贫困大学生在校学习人际交往维度上得分高于普通大学
生( P< 0. 01) ,在恋爱维度上, 贫困大学生得分低于普通大学生( P < 0. 01) , 女贫困生的自我意识、家庭环境休闲活

动上都低于普通大学生( P < 0. 01) , 贫困大学生的客观满意主观满意及满意度总分都低于普通大学生( P < 0. 01) ,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各因子除了人际交往与主观满意度不相关外, 其他都与客观满意、主观满意及满意度总分有正

相关关系。 � 结论 � 贫困大学生的幸福感与满意度正相关, 幸福感的自我意识、学校学习、工作与社会适应、家庭

环境是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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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
评估[ 1]。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

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2]。贫困大学生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

系,国内研究表明, 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 4] , 而

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

大学贫困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现状 ,以及

不同的幸福感因子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而为帮扶校内贫

困大学生、提高贫困大学生生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提供依据。

1 � 对象和方法

1. 1 � 对象 �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大连医科大学七

年制 2009 � 2006 级贫困生(家庭月收入< 200 元)共 259 名

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259 份, 回收有效问卷

共 250份, 回收有效率为 96. 5%。其中男生 100 人 ,女性 150

人;一年级 92人, 二年级 58 人, 三年级 59 人, 四年级 41 人;

来自农村的 185 人,城市的 65 人; 单亲家庭学生 35 人, 非单

亲家庭学生 215 人。

1. 2 � 测量工具 �

1. 2. 1 � 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表 � 该量表由 7 个分量

表组成, 分别为自我意识、学校学习、人际交往、恋爱、工作与

社会适应、家庭环境和休闲活动。

1. 2. 2�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 该量表包含学习成绩、
自己的形象与表现、同学和朋友关系、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

况、客观满意度、主观满意度和个人生活满意度 8 个统计指

标, 总共 6 个项目。前 5 项作为客观满意度评分, 5 项相加除

以 5 的指数可作为客观满意度分; 第 6 项为主观满意度; 客观

满意度分加主观满意度分为生活满意度总分。

1. 3� 统计学分析 � 采用 SPSS 11. 5 版本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录入、整理及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 检验相关分析、多重线性

逐步回归。

2 � 结果

2. 1 � 贫困大学生幸福感状况分析 � 贫困大学生在学校学习、

人际交往维度上得分高于普通大学生 ( P < 0. 01) , 在恋爱维

度上贫困大学生得分低于普通大学生 ( P < 0. 01) , 在贫因生

中的女生自我意识、家庭环境、休闲活动上都低于普通女大学

生( P < 0. 01,表 1)。

2 . 2 � 贫困大学生满意度现状分析 � 贫困大学生的客观满意

表 1� 贫困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幸福感比较

因子

贫困大学生总分

-x s

男生

贫困

-x s

普通

-x s

t 值

女生

贫困

-x s

普通

-x s

t 值

自我意识 36. 05 4. 67 36. 66 4. 75 36. 65 5. 40 � 0. 53* 35. 87 4. 63 37. 46 4. 93 � 3. 15*

学校学习 29. 10 3. 27 29. 02 3. 28 25. 85 4. 39 - 7. 12 29. 16 3. 27 26. 56 4. 29 - 6. 58

人际交往 22. 85 2. 49 22. 72 2. 31 21. 74 2. 69 - 3. 32* 22. 94 2. 61 21. 63 2. 88 - 4. 53*

恋爱 9. 74 2. 59 9. 57 2. 71 11. 36 3. 28 5. 08* 9. 87 2. 51 12. 27 3. 06 8. 32*

工作与社会适应 5. 65 1. 81 5. 99 1. 68 6. 23 1. 94 1. 12 5. 43 1. 86 5. 80 1. 90 1. 86

家庭环境 10. 00 1. 84 10. 04 1. 56 10. 23 1. 75 0. 97 9. 99 2. 01 10. 45 1. 44 2. 41*

休闲活动 11. 35 2. 15 11. 41 2. 28 11. 82 2. 43 1. 45 11. 32 2. 08 12. 42 2. 42 4. 66*

� 注: * P<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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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满意及满意度总分都低于普通大学生( P< 0. 01, 表 2)。

表 2 � 生活满意度的总体状况表

因子
男生

-x s

女生

-x s
t 值

客观满意 22. 16 3. 08 21. 82 2. 97 - 10. 450* *

主观满意 4. 72 1. 16 4. 59 1. 20 - 2. 750* *

满意度总分 26. 88 3. 67 26. 41 3. 62 - 6. 276* *

� 注: * * P< 0. 01。

2. 3 � 贫困大学生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 幸福感的影
响因素各因子上除了人际交往与主观满意度不相关外, 其他

都与客观满意、主观满意及满意度总分有正相关关系(表 3)。

表 3� 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相关系数

因子 客观满意 主观满意 满意度总分

自我意识 0. 377* * � � 0. 214* * 0. 382* *

学校学习 0. 322* * 0. 227* * 0. 340* *

人际交往 0. 266* * 0. 123 0. 260* *

恋爱 0. 233* * 0. 241* * 0. 271* *

工作与社会适应 0. 322* * 0. 184* * 0. 326* *

家庭环境 0. 238* * 0. 248* * 0. 278* *

休闲活动 0. 230* * 0. 146* 0. 238* *

� 注: * * P< 0. 01, * P < 0. 05。

2. 4 � 影响满意度的幸福感因子分析 � 以满意度总分为因变

量,幸福感的自我意识、学校学习、人际交往、恋爱、工作与社

会适应、家庭环境、休闲活动各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最后幸福感的自我意识、学校学习、工作与社会适

应、家庭环境 4 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 成为影响满意度的主要

影响因素(表 4)。

3 �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大学生中男生较女生在工作和社会

适应因子上高,其他影响因子上男女无差异, 周金艳等[5]对医

学生的研究发现男生在恋爱和休闲活动上都低于女生。这可

能是因为本次调查的对象是贫困大学生有关。

表 4 � 满意度影响因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表

因子
偏回归

系数

标准化

偏回归系数
t 值 P值

回归系数的 95%可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常数项 10. 975 5. 229 0. 000 6. 841 15. 110

自我意识 0. 153 0. 196 2. 898 0. 004 0. 049 0. 257

学校学习 0. 194 0. 174 2. 748 0. 006 0. 055 0. 333

工作与社会适应 0. 333 0. 165 2. 622 0. 009 0. 083 0. 583

家庭环境 0. 257 0. 130 2. 152 0. 032 0. 022 0. 493

� � 幸福感与满意度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幸福感的影响因

素各因子上除了人际交往与主观满意度不相关外, 其他都与

客观满意、主观满意及满意度总分有正相关关系。提示如果

能提高幸福感的各个因子即可以提高贫困大学生的满意度。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幸福感的自我意识、学校学习、工

作与社会适应、家庭环境 4 个因子是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影响

因素。提示如果能够提高贫困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学校学习、

工作与社会适应、家庭环境的 4 个方面的幸福感, 可以提高其

满意度。而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着重创建校园优良学

风, 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贫困大学生的学习方面的满意

度, 同时要更关注贫困大学生心理状态,帮助他们提高适应能

力, 从而提高学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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