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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413名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

分析了高职学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并分析了自我差异与主观幸

福感的相关情况，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l、在本研究中，高职学生自我差异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中点，这说明高职生

总体的自我差异水平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2、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一

年级学生的自我差异得分最高，三年级学生的自我差异得分最低，即自我差异的

得分随着年级的升高呈下降趋势。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文科学生的得分显著高

于理工科学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学生的自我差异得分显著高于乡镇学

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自我差异得分显著高

于非独生子女。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经济状况好的学生的自

我差异得分显著低于经济状况差的学生。

3、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城乡、经济状况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的高职生的

主观幸福感有各自不同的点。其中女生的主观幸福感低于男生；一年级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水平最低，三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理工科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水平高于文科学生；乡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城市学生；非独生子女的

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独生子女；经济状况好的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经济状

况差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

4、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自我差异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

主观幸福感得分均有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高职生，自我差异，主观幸福感



Abstract

Abstract

By meart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this search takes 41 3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s the subjects．The study analysises the whole situations

of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self-discrepancy and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self-discrepa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Based on the analysis，the scores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on all

dimensions of self-discrepancy are higher than the middle point．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whol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self-discrepancy are in a little

higher level．

2、There is 110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on self-discrepancy；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廿l grade on the whole．The scores of grade one students’

self-discrepancy development level are the highest，and grade three students’are the

lowest,that is the tendency is upwards from grade one to grade three．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major：The scores of the liberal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The scores of students

from the cit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the country．The scores of

only-chil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only-child children．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lf-discrepancy 谢tll family financial

circumstances．The scores of family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bad students are much

higher than family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good students．

3、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vocational students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The

female vocational students’sc0糟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male student．As for the grade differ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tudents of

grade 3 is the happiest．The students majored in science and engine：ring are more

happier than in art．The students from country have hig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scores than those from city．Students form non—only-child family are much happier

than those from only-child family,and economical no—needy students have a better

subjective well—bcing than needy students．

4、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elf-discrepancy．There were remarkable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subjective and each dimension of self-discrepancy．

Keywords：vocational students，self-discrepancy,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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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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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声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兀，

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影视明星因种种原因罹患抑郁症，到现如今因不堪

学业重负而以死来抗争的学生，这样的事例在报纸上已屡见不鲜。人们关注的重

点也由个体外部事物逐渐转变为更加关注自身问题。解决心理问题，和谐发展，

过上幸福生活已成为绝大多数人最珍视的生活目标之一。但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健

康仅仅意味着没有精神疾病，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研究者们对主观幸福感

研究的深入，心理健康得到了正确的诠释：幸福、发展、快乐、满意是人类成就

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一个人

的幸福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健康。

高职阶段与高中阶段一样，又称青年初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分化、

定型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高职生，不断地尝试确立人生观、价值观，选

择与社会相一致的模式而存在，但事实是内部需要与外部要求之间很容易形成心

理冲突，产生自我意识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个体自我与社

会自我的矛盾，这种种自我之间的矛盾通常会导致自我差异增大，自我形象不能

确立，从而不安、痛苦和焦虑导致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下降，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甚至导致精神疾病。因此，帮助高职生客观地认识、对待自我之间的差异，并通

过自身的努力使自我差异减小，使自我趋于完善，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对高

职生心理健康及促进他们人格的进一步完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便不断拓展、深化，到现在已

经是硕果累累；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的重点主

要集中在高中生、大学生这些特定人群，关于高职生的研究相对比较匮乏。此外，

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在考试焦虑、压力缓解、适应等问题上，而关于学生对自己

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的研究则比较少。因此，开展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既可深化和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为改善和提高高职学生生活质量的

建议与途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自我差异(self—discrepancy又译成自我不一致)是影响青年人心理健康的

重要因素，它与人们的情绪、行为等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自我差异过大会导致

个体情绪不适、心理不健康，严重的会导致精神失常。希金斯的自我差异理论认

为，个体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过大会引发抑郁、焦虑等消极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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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自我差异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焦虑与抑郁等消极情绪将导致个体的自我差异变化，从而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主观幸福感作为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是否与自我差异之间存在一定的

关系?如果有关系，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研究目的

带着上述理论上的疑问与对现实状况的忧虑，本研究将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而将研究对象指向高职学生，并提出有利于高职学

生减少自我差异，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教育建议。鉴于此研究目的，本文拟通过使

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就以下内容展开研究：

1、对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差异研究的已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梳理。

2、通过实证研究，了解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发展的总体状况，并

进行性别、年级、专业、城乡、是否独生子女、经济状况之间的差异检验。

3、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与较低学生的自我差异间是否存在差异。

4、探讨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5、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益于减少高职生自我差异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的

教育建议。

研究假设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在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经济

上均存在差异；

2、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经

济上均存在差异；

3、自我差异的各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相关；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为量化研究与个案访谈两个部分。

量化研究部分，在南京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随机抽取5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被试分布在职高一至三年级，回收问卷467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

卷413份。其中男生221人，女生192人；一年级160人，二年级139人，三年

级114人。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采用spssll．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数据

的录入与分析。测量工具主要是大学生自我差异问卷、幸福度指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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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访谈部分，以三名高职学生作为对象进行个案访谈，并对访谈的内容进

行质性分析。

四、研究结论

l、在本研究中，高职生自我差异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中点，反映出自我差异

在高职生中普遍存在，且自我差异的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高职生的自

我差异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存在年级差异；存在专业差异，主要表现在人际自

我与魅力自我维度；存在生源地差异，主观表现在品性自我、学业自我和情绪自

我三个维度；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人际自我与学业自

我维度；自我差异在经济状况上存在差异。

2、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高职男生的幸福感水平比

女生高。此外，在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水平还显示了年级差异，表现为随着年

级的升高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呈上升趋势；理工科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显著高于文科学生；来自乡镇的学生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学生；独

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幸福感水平显著偏低。此外，主观幸福感水平还显示

了经济差异，表现为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与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差的学生。

3、自我差异总分与各维度得分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呈显著相关，而这种相关

均为负相关。这说明，随着个体自我差异水平的降低，主观幸福感水平呈上升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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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1．1自我差异研究

1理论综述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关于自我认识或自我信念上的不一致的表述，如

“自我不和谐’’(self-dissomance，Aronson，1 969；Festingcr，1956)、“自我不平

衡"(self-imbanlance，Heider，1958；Newcomb，1968)、“自我不一致一

(self-inconsistency，lecky，1961)等。直至Higgins(1987)提出自我差异理论

(Self-Discrepancy Theory)，将自我差异分为现实——理想差异(AI)与现实——应

该差异(AO)，关于自我差异的研究开始大规模兴起。但也有研究发现理想自我与

应该自我显著偏同，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己理想中希望成为

的自我和责任道义上应该成为的自我是一样的1。本研究以Higgins的理论为基

础，考虑到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难以将两者截然区分，故

本研究中仅研究理想一现实自我差异(AI)。

1．1．1自我差异的定义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个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意识和体验，是相对稳定

的观念系统，它具有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

自我差异(self-discrepancy)又译成自我失调或自我概念不一致，一般指自我

各成分的不统一，即个体不同自我之间的落差。个体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子，

这就是理想自我；个体对现实中自己的认知，这就是现实自我。个体对现实与理

想中不同自我认知间的不一致就是自我差异。当然，自我差异不仅仅是现实自我

与理想自我之间，还可以是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现实自我与可能自己等等。自

我差异过大会导致个体情绪不适、心理不能健康发展，严重的会导致精神失常。

因此减少这种差异，是人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1．1．2自我差异的主要理论与发展

随着自我理论的发展和对自我成分的划分，对自我差异的定义观点如下：

1．1．2．1詹姆斯(1|I．dams)主我与客我不一致

威廉．詹姆斯(W．James，1890)首次提出系统的自我概念理论。他把自我划分

成主我(I)和客我(Me)，并提出使用主我和客我来区分自我的两个部分。主我是

自我中积极知觉和思考的部分，是个体对思考或知觉活动的意识，它包含在我们

1王莉爱，廖凤林．初中学生的自我差异与心理健康．中国临床康复，2006，10(3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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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任何事情中；客我用来指代自我中被注意、被思考或被知觉的部分，它并

不总是人们经验中的一部分。

继詹姆斯之后，米德(Mead，1934)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提出，将自我

分为主体我(I)和客体我(Me)两个方面，并认为一个完整的自我是主体我(I)和客

体我(Me)的统一。主体我是指自我的动力部分，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是有机体

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它使人的行为具有自由性、创造性、新异性；客体我是指自

我意识的对象，是通过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有组织的态度系统形成的。主体我与客

体我既相互分离又相互统一。

主我(主体我)与客我(客体我)的不一致就是指主我认识的自己与他人认识

的自己之间的不统一。

1．1．2．2弗洛伊德(s．Freud)本我、自我和超我不平衡

不同于詹姆斯与米德的自我二分法，弗洛伊德(S．Freud，1923，1926)把自

我(self)看成人格的一部分，认为自我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

(superego)三部分。具体地讲，本我是人格中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部分，按快乐

原则活动；自我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是来自本我又经过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

知觉系统，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是人格中道德的部分，通过良心和自我理想对

本我进行限制。

本我、自我、超我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以动态的形式相互结合

构成的整体。自我、超我控制本我，同时超我也对自我进行指导。三者不是无限

制的各自发展，如果三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保持平衡，个体的人格即能达到正常发

展。但三者的行动原则各不相同，所以冲突无法避免，如果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

坏，个体就会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导致神经症和人格异常。

1．1．2．3罗杰斯(Rogesr)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理论

罗杰斯(Rogesr，1951)在对自我的划分上也提出，自我是全部个体经验(现

象场)的核心，它是由现象场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同时罗杰斯将自我分为现实自

我和理想自我。现实自我是个人在自己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思想

价值观念、知觉以及对事物的态度，是自我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理想

自我是个体为满足h,5需要而在大脑中建立的有关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即个体

最愿意具有的自我形象。个体的现实自我受理想自我的影响，理想自我是个体行

为的“方向’’，理想自我是个体努力的“动力’’2。

当个体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达到统一时，个体就会感到满足，但真实自我

与理想自我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当两者不和谐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自我

2初中生自我差异影响自我认知信息加工的实验研究王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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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Rogers(1951)3很早就认识到自我差异与自尊的关系，认为自尊取决于现

实自我概念评价和理想自我概念评价之间的差距。他提出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

和谐一致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指标。在这一点上，与自我差异理论是一致的。

自我差异理论认为，个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或与应该自我差异过大时会使个体

产生不良情绪，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1．1．2．4希金斯(川职ins)自我差异理论(soIf-discrepancy theory)

希金斯(Higgins，1987)对自我差异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我差异理

论(SDT)中提出，自我可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三种成分。现实自

我(actual self)指即个体认为自身实际具有的特性。理想自我(ideal self)指

个体希望自身具有的特性。应该自我(ought self)指个体认为自身有关责任和义

务方面应该具有的特性。希金斯认为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标

准，是个体自身的一种自我评估标准(self-guide)，因此被用于与现实自我进行

比较。现实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不一致导致自我差异的产生。

自我差异就是个体把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或与理想自我进行比较之后所形

成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AI)、现实自我与应该自

我之间的差异(AO)。希金斯认为在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异(AI)中，因为期望

没有实现而产生挫折感，易于产生抑郁类型的情绪，导致沮丧、悲伤、失望等体

验；而在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的差异(A0)中，个体则为自己未能履行职责，而受

到责备、惩罚，产生内疚感和无用感。无论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AI)或是现实自

我与应该自我(AO)任何一种产生差异时，都会使自我概念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受到

威胁，都容易导致焦虑的情绪4。

1．1．2．5马库斯(garkus)可能自我理论

马库斯(Markus，1989)提出了可能自我的概念，可能自我包括：希望自我、

担心自我，其不仅有助于组织信息，还具有强大的动机影响。希望自我指的是个

体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潜力的自我构想，是个体希望达到并确信能够实现的目

标。担心自我指的是个体害怕或恐惧成为的自我构想。现实自我与可能自我之间

的差异指的就是现实tl我与希望自我、现实自我与担心自我之间的差异。

总的来说，自我差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自我的诞生开始，各种理论都对

自我差异理论的思想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心理学家们虽然说明了自我差异会带来

消极情绪，产生心理不健康，甚至引发神经症和人格异常；但没有对不同类型的

自我差异与不同的情绪、行为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阐述。直到希金斯的自我差异

3
Momtti M M。Higgins ET．Relating self．discrepancy to self-esteem：The contribution ofdiscrepancybeyond

actual-selfratings．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0，26(2)：108-123

4富向菲，刘洁．自我差异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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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出现，才对不同类型的自我差异引发的不同的情绪、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具体

的区分。本研究以希金斯的自我差异理论为基础，但笔者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对

自我差异的界定，认为在希金斯自我差异理论中，无论是理想自我亦或是应该自

我，均为个体本身尚不具备的自我。中国青少年由于本土的教养方式、价值观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理想自我与应该自我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而无法将理想

自我与应该自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理想自我与应

该自我显著偏同。处于青春期的高职生，本阶段自我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同一

性混乱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个体本身自我的发展。故本研究仅研究希金斯自我差

异理论中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

1．1．3自我差异的测量

由于测量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局限性，关于自我差异的测量受到了很大的限

制。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Shavelson等(1976)提出了自我概念的多维

度、多层次模型，有人以这一自我概念模型为基础，进行自我差异的测量。当前

几种主要的自我差异测量方法如下：

1．1．3．1川ggifl$自我问卷

Higgins(1987)5采用开放性的问卷，来测量自我差异。给被试解释现实自我、

理想自我及应该自我三个概念后，让每个被试对每一种自我(现实、理想、应该)

用lO个词来描述它们的特性。既要被试描述自我的特性的同时，又要求被试评

价他们实际具备或应该具备的每个特性的程度。然后让被试对列出的所有自我特

质进行4点量表的等级评价，1为有一点，4为非常适合，最后，把列出的现实

自我特质与其它自我特质的评定等级进行比较并按下面公式计算从而得到自我

差异值。(Strauman&Higgins，1987)。

计算公式：自我差异=同义但程度不同的匹配+2反义匹配一同义匹配

(Higgins et al，1986：Moertti＆Higgins，1990)。

这种测量方法既充分尊重被试的个体差异性，也能考察到被试比较全面的自

我差异内容。但是，这5个量表均为被试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列举，所列举的内

容并不均衡，所列举内容的可信度也值得商榷。所以，这一测量方法虽能最大程

度的了解个体的自我差异内容，但不适于团体测量与分析。

1．1．3．2自我描述问卷(SDQ)

自我描述问卷是(Self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是一种多维度的自我概

5
Higgins E T．Self．discrepancy：A thcm-y relating selfand affect．Ps)rchol晒酬Revi删，1987，94(3)：319．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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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评定量表，其理论基础是Shvaelosn等人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自我概念模式，

由11个分量表组成，其中有3个学业自我，即言语、数学和一般学校情况；7

个非学业自我，即体能、外貌、与异性关系、与同性关系、与父母关系、诚实一

一可信赖和情绪稳定性；最后还有1个一般自我概念。根据要考察的自我状态，

在SDQ每个问题前加上“我是"，“我想成为"，“我想我应该是’’等文字，并让被

试进行4点或5点量表的等级评价。通过把现实自我与其它自我状态的等级数进

行比较得到自我差异分数。

1．1．3．3自我问卷修订

这是以Higgins等人提出的自我问卷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些研究者

(如：Tangney et al，1998)从自我问卷测量中或从词典中选择能全面反映个体特

性的形容词，不同研究选取词的数量不一样。用这些词建构不同的句子让被试对

现实、理想、应该自我进行等级评价。建构句子的形式具体如下：

自己观点的句子分别用以下形式：

我是——

我想成为——

我想我应该是——

他人观点的句子分别用以下形式：

我最好的朋友(或父母)认为我是——

我最好的朋友(或父母)希望我是——

我最好的朋友(或父母)认为我应该是——

通过把现实自我与其它自我状态的等级数进行比较得到自我差异的分数。例

如：“健谈的"现实自我评价得2分，理想自我评价得6分，二者相减差异分为

4分。计算所有项目差异分数的总和就得到理想与现实自我间总的差异分数。

以上所述方法均具有各自使用的优势和局限性。自我问卷法等非结构测量，

强调个体差异性，但此方法工作量大且测验繁琐，且被试列举的各种特质难以匹

配；自我描述问卷(SDQ)等结构性、半结构性测验虽操作简便，可同时施测，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结构性测验特质难以匹配的问题，但难以获得被试最大程度

的自我差异，且由于不同人群的自我差异集中于不同方面，同一份问卷很难满足

有同人群的需要。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在上述三种自我差异的测量方法的基础上，

以希金斯的自我差异为基础，针对不同人群，编制了一些自我差异问卷，针对不

同人群施测，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

1．1．4自我差异的研究现状

6贾远娥，李宏翰．大学生的理想一现实自我差异及其与抑郁的关系．社会心理科学，2007，卜2：1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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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自我差异的国外研究

自从自我差异理论被提出以来，很多相关研究被被展开。起初的研究主要是

对自我差异理论中的观点和测量方法进行检验和评估。自我差异理论的假说已经

被很多实验和调查研究的结果所支持。自我差异的研究结果涉及很多方面，如自

我差异与情绪、行为、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等。

(1)自我差异与情绪

根据自我差异理论的重要假设，无论是从自己观点还是他人观点出发，现实

与理想自我间的差异与沮丧类情绪有关；现实与应该自我间的差异与焦虑类情绪

有关。这个基本假设得到大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Higgins等人19977；

Struman等人，19928；Scott等人，19939；Heppen等人，2003m)。但也有例外，

认为特定的自我差异与特定的消极情绪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价。(Tangney

et al，1998：Polasky＆H01ahan，1998)。Denise，Mark，Faith(2000)的研究认

为，自我差异的种类与情绪问题的种类间并不存在特定的关系，反而是自我差异

的程度与情绪问题之间存在相关。无论自我差异的类型如何，当总体的自我差异

程度越大，情绪问题也就越严重。在大学生被试中，利用不同的情绪体验的量表

发现，与理想自我的差异和抑郁情绪相关，与应该自我的差异和焦虑相关，这一

结论也支持了自我差异理论中的观点。

(2)自我差异与行为

Higgins认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异可能导致更好的表现，现实自我

与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会导致降低的表现(Higgins et a1．，1986)。现实与理想

自我差异占优势的个体倾向于对渴望状态采取接近的行为策略，维持或达到渴望

的目标状态；现实与应该自我差异占优势的个体倾向于对渴望状态采取回避的行

为策略(Higgins，1996)。

另外，在对个体行为延迟的研究时发现，不同类型的自我差异与决策的确定

和行为延迟之间存在联系。Lay(1994，1995)的行为延迟与自我差异关系的研究，

发现延迟者与非延迟者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与沮丧有关的情绪，而没有过多地表

现出与激惹有关的情绪。根据自我差异理论，此类情绪是与现实一理想自我差异

有关的。另外，自我差异尤其是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差异占优势的个体对行为延

7

Higgins E T，Shall J，Friedman 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goal attainment：Strength ofegulatory focus鹬

moderator．Journal ofPersonali坤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72：515．525
5
Strauman TJ．Self-guides，autobiographical memory，and anxiety and dysphoria：Toward a cognitive modcI

ofvulnerability to emotional distress．The Joumal ofabnormal Psychology，1992，10I(1)：87．95

’Scoot L．O’Hara M W．Self—discrepancies in clinically anxious and depressed university students．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93，102(2)：282．287

⋯Heppen J B．Ogilvie D M．Predicting affect from global self-discrepancies：The dual role of the undesired

self．Journal of Social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3，22(4)：34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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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这种逃避的应对方式有较强的预测性。(LuciaE．，Orellana-Damacela＆R．Soctt

Tindale．2000)。

其它自我差异与行为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将自我差异理论运用在病态消费

(Dittmar&Bond，2005)、饮食失调(Higgins，Tykocinski＆Vookles，1992)以及

酒精滥用(Borsari&Carey，2001，2003)等具体行为的研究之中。

(3)自我差异与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一直是心理学界研究的重点，近年来自我差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

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根据自我差异理论的假设，自我差异可能与焦虑、抑郁

症有着独特的关系。即现实与应该自我差异愈大罹患焦虑症的可能性就愈大；现

实与理想自我差异愈大，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愈大。此外，强迫症牵涉到对自

己的不满意，恐怖症牵涉到恐怖者预期别人对自己表现的高期望，所以与自我差

异也可能有关。

Straumanll(1989)发现，抑郁障碍患者，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最

大，而社交恐怖症患者现实自我与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最大。Ferrier等人(2005)

发现，强迫症和焦虑症的人比正常被试相比，现实一理想差异更大，但两种障碍之

间的现实一理想差异没有显著区别。焦虑症的现实—应该差异比正常被试显著的

高，但强迫症的现实—应该差异与焦虑症和正常被试都没有显著差异。

(4)自我差异与文化

跨文化研究者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我差异进行了比较，通过对不同文化成

员自我差异特点比较总结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差异。Heine&Lehman(1999)

研究发现，与北美洲相比，日本人表现更多的现实一理想自我差异。但差异更易

造成北美人的悲伤和焦虑情绪。在态度一行为一致性上，日本人比澳大利亚人更

能容忍不一致的发生(Phanikiran＆Darius，1997)。

1．1．4．2自我差异的国内研究

在国内，自我差异理论主要被用来调查自我差异与焦虑和抑郁的消极情绪的

研究上。高凡，郑英烨曾考察了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自我差异与焦虑的关系

(高凡．郑英烨，1991)结果表明，三类被试的实际一理想自我差异，实际一应该自我

差异均与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国内另一项研究(王垒，高凡，郑英烨，1992)使用

不同的焦虑评估方法再次重复了上述结果。后来，王垒．郑英烨，高凡(1994)12又探

究了自我差异作为认知结构的存在性及其与情绪的关系。98名大学生参加了实

验，结果表明，实际一理想，实际一应该自我差异均与焦虑存在显著相关，表明这两

lI
Strauman T J．Sclf·discrepancies in clinical depression and social phobia：Cognitive structures that underlie

emotional disorders?Journal ofAbnormal Psychology，1989，98(1)：14-22

12王垒，郑英烨等．青少年自我差异与情绪关系的实验研究——自我认知对情绪的启动效应．心理发展与
教育，1994。(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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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我差异可作为焦虑水平的预测指标。但是国内被试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

不完全一致：在希金斯(Higgins et al，1985)研究中仅发现实际～应该自我差异与

焦虑有关。郭力平(1996)侣对中学生抑郁，焦虑与自我差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抑郁、焦虑症状的中学生自我差异综合分数高于正常被试．存在抑郁症

状的中学生被试和非抑郁被试比，SA-SI自我差异分数显著偏高，而SA-SO自我差

异分数无显著差异．这一点与自我理论相一致。但是存在焦虑症状的中学生和非

焦虑被试比较，不但SA—SO自我差异分数显著偏高，SA-SI自我差异也显著偏高，

这一结果与国外研究不一致．与王垒等(1994)研究相一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一点还值得进～步深入研究探讨。

1．2主观幸福感研究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是“每个人都知道其含义，但却无人能够精

确定义。’’(H．M．jone，riedaman，978；Argyle，1987；Myers&diener，1995)的概

念14。虽然每个人幸福的原因可能不同，但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把对幸福的追

求视为最珍贵的生活目标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心理学对抑郁、焦虑等消极情

绪和心理状态关注较多，而对幸福、快乐、满意、乐观等积极情绪和心理状态的

关注则比较少。Sel igman(2000)认为，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逐渐意

识到如何使人感到幸福和快乐并不等同于对消极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研究，因此有

关积极心理，如乐观、快乐、满足、幸福等心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了积极心

理学研究雏形。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心理

学家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

成果。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Seligman博士称其为心理学研究范式由“不幸模式

或疾病模式向幸福感模式或积极心理学模式"转变。

1．2．1主观幸福感概念界定

在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领域中，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iness基本上通用，一般被译为主观幸福感。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心理

学家们的意见不统一，存在不同的理解。直到，Diener(1984)关于主观幸福感的

定义：“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得到了大

多数研究者的认同。

Diener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

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与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

13郭力平．中学生抑郁、焦虑症状与自我差异的关系研究．心理科学。1996，19：374—376
14

Sonja Lybomirs：why arc somePvpole Happy Than Other?-The Role ofCognitive Motivational Processes in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y 2001，56，(3)：23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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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后者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感(抑

郁、焦虑、紧张等)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主观幸福感由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

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乏所构成，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愈高，体验到的积极

情感愈多消极情感愈少，则个体的幸福感体验愈强。

Diener E(1984)指出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特征为：(1)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

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

活满意度，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

的评估和认知判断15。

总之，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国内外的广大学者都认同：其由三个不同维

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Diener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对主

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国内研究者大都认同Diener等学者提出

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的内涵m。本文也

以此观点作为依据，将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定义为高职学生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Ryff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从西方哲学中的

完善论幸福观传统出发，提出了“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以区别于主观幸福感。他们认为：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满足，还包含通过激

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的体验。另外，他们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多重测量纬度，并

编制了多维度的心理幸福感量表17。

1．2．2主观幸福感理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理论，早期理论建构的重点在于证

明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直到Diener对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因素与内部

因素作了区分，研究者们发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继而转向对影响幸福感内部

因素研究。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Dienerl8概括出适应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价

值观和目标理论等，吴明霞对国外近30年来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进展进行

了总结。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理论。

1．2．2．1目标理论

目标被看作是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

目标理论认为，需要的满足与目标的实现使人产生幸福感。这一点与马斯洛需要

15
Dienvr E．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3)：542-575

’6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4(1)：46—51

17方积乾．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中文版的信度与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4：203-205．
18

Dicncr E．Biswas-Dicncr R Newdire“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The cutting edge．1ndian Joum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0,2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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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层次理论～致：当个体特定目标满足后，相应的幸福感将提高，个体会追求较高

层次的需要与幸福。目标理论认为，幸福感与普遍的需要与个体特定的目标有关。

目标种类、结构、个体用以达到目标的策略的成功与否，以及与目标接近的过程

和目标达成，明显地影响着个体自身的情绪和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有目标并不

意味着一定快乐，但通过努力从而无限趋近于目标以到达成目标的过程，将会提

升自我认同与接纳程度。有研究表明，只有当目标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

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个人成长、自我接受、他人的赞美等有关内在的价值目标

比经济成功、社会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意义更大。

1．2．2．2期望值理论

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这一自

定的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期望目标实现则主观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则低。

但事实上，过高的期望值对个人生活满意度不利。Wilson(1965)提出，高期望值

对幸福感是一个主要的威胁19。当前一般的观点是，期望值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差

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期望值与实际成就的差异过高会使丧失信心和勇气，而差

异过低则使人厌烦。其实，期望值本身并非好的幸福感预测指标，在决定幸福感

时，期望值、现实条件以及个人外在资源与内在资源是否一致，可以作为主观幸

福感的预测指标∞。

1．2．2．3社会比较理论

早期的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对比的结果，即个体与周围人比较，如果自己优于

别人则感到幸福，如果劣于别人则认为不幸福21。有研究表明：乐观者常作向下

比较，能够知足长乐；而悲观抑郁者既作向下也作向上比较，但更关注向上的比

较，因而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即中国人所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的状况。在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格特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比

较差距的感知来自内部即人格的影响，而非各比较项目的实际情况，因此人格特

质不确定，比较结果也不定；向上和向下比较都可能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并

不能通过社会比较使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直接产生长期影响。

1．2．2．4人格一环境交互理论

有研究发现，人格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人格特质

对情绪的影响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强化，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

19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4：23—28

20Di∞er E，Fufita F．Resources，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nomothc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l 995，68(5)：926-935
“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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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Diener等人提出三个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船，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较复

杂交互作用动力模型、人格影响情境从而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

用的加法模型认为：人格与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幸福感大于单独人格变量与单独

环境变量所产生的幸福感：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动力模型认为，人格与情境是两个

既独立又依赖有着双向因果联系的变量，个体特定的人格特质使个体倾向于选择

特定的情境。在决定情感方面，人格一情境一致不如人格一具体参与行为一致重要，

因而，环境特征、个人行为和人格特点交互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23。第三个交互

理论认为，人格通过行为增加了某种生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境下，使

某类独特行为更可能发生，从而增加或减少主观幸福感。

1．2．2．5应对理论

现代主观幸福感理论的中心概念是适应或习惯化。Helson对适应的解释为：

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少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知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

的认知。这种适应或习惯化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情绪系

统对新事件的反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反应，从而保持自己生活的相对满

意度。近期的很多资料支持适应模型。Brickman和campell认为：人们面对取得

成功的喜悦与遭受灾难的痛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适应。但与应对相比，

适应更多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过程，使个体处于被动地状态。应对则是一种

积极主观的心理过程，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主动地面对，寻求解决的方法，其主

观幸福感水平更高。

由以上理论模型可知，幸福是个体身心发展的状态，是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

间的平衡，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宽，为教育教学工作和个人的

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1．2．3主观幸福感测评发展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发了很多测量工具。但受主观性这一

特点的制约，目前主观幸福感的评定一般都采用自陈量表的形式。比如国外的量

表有：梯形量表、人面量表，这些都是单项目量表。这类量表易受个体测评时的

心境影响，稳定性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保证主观幸福感评定结果的稳定性

与有效性，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也经历了由单一项目的测量到多项目的标准化测

量。幸福感的多项目测量工具有：Bradbum(1969)编制的《情感量表》(Affect

scale)，Campbell等编制的(1976)《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和总体情感指数(Index of General Affect)，Fazio(1977)为美国国立统计中心

221)iencr E．Eunkook M S，Richard E et a1．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d嚣ogprogre瓯Psychological
Bullcting，1 999，1 25(2)：276—294

23陈妹娟，周爱保，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3)：2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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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Kozma和Stones(1980)

编制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Diner(1985)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等，这些量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24。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除了理论研究外，

在对国外量表进行修订、编制具有国人自己特色的量表方面也做出了一定成绩。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于1985年首次引进并应用于中国老人精神

卫生的研究，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尚有个别不适合中国老人的条目因而影响其

效度，刘仁刚等人(1999)参考原有的译本，在考虑到我国语言习惯以及老年人生

活特点与文化水平等方面，重新翻译修订了该量表25。另外，段建华(1996)年对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进行了修订，并以修订后的量表测查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针对中国本土情况，编制了适合国人自身的主观幸福

感量表。如邢占军等人在深入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
。

的方法编制而成包含54个项目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以及在此基

础上修订成包含20个项目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简本》27，王极盛等人

编制的《关于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等。

虽然大量研究证实，自陈量表测验具有较好的测量特性，但也有一些研究表

明，主观幸福感的得分会因个体心境、时间因素以及其它一些情景因素的变化而

变化。因此，应用多种方法评估幸福感，比使用一种方法更有益处(Diener，1997)。
’

近处来，人们在用自陈量表测验的同时，还使用多种补充性的种类测量，例如生

理测量、记忆测量、微笑评估和他人报告，这些工具的一致性结论增加了测验的

效度，也将使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信。

1．2．4主观幸福感研究

1．2．4．1国外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真正兴起大致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得益

于生活质量研究和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推动。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主观幸福感研

究蓬勃发展，形成了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的研究阶段及研究取向。Diener(1997)

在其论文《主观幸福感研究新纪元》中，把西方幸福感研究划分为描述比较、理

24冯俊科．西方幸福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l版

巧刘仁刚，龚耀先．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的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7(2)：107-108，110

26段建华．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中国l涵床心理学杂志，1996，4(1)：56-57

27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23。15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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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论解释、测量发展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籀。

在描述比较阶段，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人口统计学的维度，着眼于测量不同群

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描述他们的平均水平。这类研究主要采用单项目测验。有

些研究试图对导致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原因进行某些推断。这一阶段虽有

不少研究支持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假设，但也有研究发现，人

口统计学的因素(例如教育、年龄、社会地位等)仅能说明20％以下主观幸福感的

变异(Campbell，Converse，Rogers，1976)。另外，该阶段研究主要采用单项目测

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心理机制的研究非常有限。

理论解释阶段以Diener(1984)撰写的《主观幸福感》为标志，Diener在文

中区分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如事件、情境与人口统计因素)与内部因素(个

性、气质、性格等)。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

部条件。但研究逐渐发现，外部因素如健康、收入、教育和婚姻状况只能解释

SWB中较小的变异(杨秀君孔克勤，2003)。因此后来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内部因

素，即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Diener提

出要建构幸福感理论，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嚣。因此，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

从描述解释转向理论建构，形成了诸多解释主观幸福感形成的理论解释模型，主

要包括：(1)目标理论，(2)期望值理论，(3)社会比较理论，(4)人格理论，(5)

适应与应对理论等，在对影响因素因素调查的同时深入揭示主观三感的作用机

制。在此阶段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也取得很大进展，发展了对主观幸福感的多项目

测验。

测量发展阶段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主观幸福感测量技术的完善与发展。在过去

几十年的发展中，幸福感的评估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来说，结构化问

卷测量是现代幸福感测量的主流。但过分依赖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出现潜在的问题

有社会赞许、认知偏差、反应定势等。因此，结构化的问卷测量概要结合多样化

的评估技术，现代幸福感的测评呈现综合化趋势。

描述阶段是主观幸福感研究必经的发展阶段，只有在对群体准确描述，对现

状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进行下一步的解释；而各种理念解释模型从不同侧

面阐述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促进了对主观幸福感认识的深化；而测评技术的发

展，为幸福感理论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理论解释提供了的新的研究思路与线

索，成为新的理论的生长点。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运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理论来

整合各种方法，并开展了大规模的跨文化研究。

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分化成了两种研究取向，一是探讨影

28ED Dicn口，Eunkook Suh，ShigchimOislIi New direction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March，1997
29

Dieact E 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2)：54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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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着眼于如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

变量、情境及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另一个取向是研究影响幸福的

主观因素，主要是人格特征，如乐观、自尊等。早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

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但研究逐渐发现，外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只有

中等程度的影响。人口统计项目，如健康、收入只能解释SWB中较小的变异。后

来很多研究开始转向主观幸福感稳定的内部影响因素的测量与探讨。据此，本文

拟在相关研究中就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差异的关系进行探讨。

1．2．4．2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

我国现代意义上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目前处在起

步阶段，综述性的文章较多，基本上是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实证研究正在

逐步开展。主客观研究取向同时存在。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国内的文章基本上是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例如：段

建华的(1996)《幸福感概述》，吴明霞(2000)的(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

感的理论发展》，陈姝娟、周爱保(2003)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等大量文献，

均涉及其有关幸福感的概念、理论发展、理论模型、幸福感测量等内容，但却尚

未对国内研究作出系统总结的综述。另一方面则是有关主观幸福感结构的理论探

讨，国内研究者大都认同Dinner等学者提出的主观幸福感内涵与结构，研究者

多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较少文章对主观幸福感内涵结构展开深入理论探

讨。有部分研究者使用国外的量表进行简单的测量，得到描述性结果(张英辉杨

碧春等，1995：王永香张建华，1996)，有部分研究者立足于生活满意感的测量，

研究的着眼点为构建具体满意感的几个关键领域，不需要考虑认知与情感的关系

(陈世平乐国安，2001)。此外，国内也有些研究都对主观幸福感结构问题进行

了思考和探索，如刘仁刚，龚耀先(2000)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系列研究，池丽萍，

辛自强(2002)对成年人幸福感的研究，邢占军(2002)提出了体验论幸福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受结构。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早期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研究大部分与老

年人精神心理卫生有关舢，较少关注其他群体，例如：刘仁刚、龚耀先(2000)

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因素涵盖

一般情况、个性、婚姻家庭、工作、退休、住房、健康、收入、兴趣与活动等9

个方面32。90年代至本世纪初，其他人群的幸福感研究逐渐开展，例如：池丽萍、

辛自强(2001)对城市成年人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研究，杨宏飞(2002)的教师

30梅锦荣．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性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2)：85—87．

31刘翠侠，肖建，耿晓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测量结果的正向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浅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3，23：203-206．

32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2：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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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研究，王艳梅(2002)的初中生幸福感的研究以及徐慧兰、肖水源、陈继

萍(2001)下岗工人幸福感研究33，等等。目前，对大学生、中学生、教师等其他

群体的研究也已逐步展开。

从测量方法和工具上看，国内研究者大多采用自陈量表调查法。研究初期，

主要表现为引进、修订国外的量表。；段建华(1996)在我国大学生中引进、修订

并试用了总体幸福感量表(GWBS)34；刘仁刚和龚耀先(1999)对纽芬兰纪念大学幸

福量表(MUNSH)进行了修订与试用；李靖、赵郁金(2000)修订了幸福感指数量表

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我研究者愈来愈多地使用自己编制的量表来研究不同

人群的幸福感，程灶火、高北陵(1998)等人建构了一个多维度多水平的少儿主

观生活质量量表，也即主观幸福感量表，分为三个层次八个维度，取得了较为满

意的信效度。邢占军等人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及其《中国城

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简本》，王极盛等人编制的《关于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等。

总之，目前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具体研究涉及主观

幸福感状况调查及主客观影响因素，但基本使用国外量表进行调查，较少主观幸

福感作用机制的解释和对主观幸福感结构的深入分析。总体看来，研究的深度有

待提高，广度有待扩展。

1．3 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回顾近年来的研究，国内外对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主观幸福感中的消极情绪与认知成分绷，而与幸福、快乐等积极情绪的研究相

对较少。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的研究者已经对自我差异与幸福感的积极情绪有

所关注，而在国内却很少。

在国外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自我差异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种影响甚

至超过了身体健康状况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37。Heidrich＆Ryff(1993)在对老年

妇女的研究中，发现在她们现实自我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理想自我水平下降，导

致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异减小，因而心理幸福感水平较高。

Heidrich，Forsthoff，Ward(1994)校验了自我差异与个体面对威胁(如癌症)时的

幸福感是否有关，结果发现自我差异高的个体幸福感水平低。Susan

33徐慧兰，肖水源，陈继萍．下岗工人心理健康状况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9(4)：263-265
34刘仁刚、龚耀先．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的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1999，(2)：13一16

’’Makr憾J，McCabe M．P．Relationships between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during adolesomce．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2001，30(5)：623-639
36Hardin E E．Lcong FT L．Optimism and Pessimism as mediators ofthe telations be“ve朗self．discrqmncics
and distress among Asian and European Americans．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5，52(1)：25·35
“Oishi⋯S Dincr,E．，Suh，E．M．，Lucas,R．E．VaIue勰a Moderator in Subjective WcU—being．Journal ofPersonality，

1999，67：15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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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eidrich(1999)调查了自我差异在保持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自我差

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与幸福感存在相关，

自我差异越小，个体越能感觉到幸福。Phanikiran Radhakrishnan，Darius

K-S．Chan研究了生活满意度与自我差异关系的文化差异。从美国、印度两国分

别抽取被试，要求他们列出十条自己设定的目标与父母为其设定的目标。自己和

父母在自我目标上的差异，既可以预测美国人的幸福感，也可以预测印度人的幸

福感，但这项研究结果的理论还有待商榷。另外，一项关于老年女性慢性疾病患

者的自我差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

小，适当调解和缓和了身体健康水平的下降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Susan M．Heidrich，Arpaporn Po珊attana，2004)。

国内宫向菲关于大学生的研究表明，自我差异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现

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之间的差异越大，给大学生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就越大，主观

幸福感相应的就会有所下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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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目的

2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有

利于高职生减少自我差异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教育建议。鉴于此目的，本文拟通过

使用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就以下内容展开研究：

1、对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差异研究的已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梳理。

2、通过实证研究，了解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发展的总体状况，并

进行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经济情况之间的差异检验。

3、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与较低学生的自我差异间是否存在差异。

4、探讨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5、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益于减少高职生自我差异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的

教育建议。

2．2研究假设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在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经济

上均存在差异；

2、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经

济上均存在差异；

3、自我差异的各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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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南京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随机抽取部分学生作为被试，被试分布见表

1。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67份，删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13

份。

表1被试分布表

3．2研究工具

3．2．1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量表

大学生理想与现实自我差异问卷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生贾远娥

及其导师李宏翰于2007年共同编制的，用来评价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

间的差异，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理想与现实自我差异量表由相同的30个项

目组成，包括六个分量表：人际自我、品性自我、学业自我、情绪自我、魅力自

我、家庭自我，同时测查个体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现实自我问卷的总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0．88，理想自我问卷的总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理想自我与现实

自我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较高。均采用6点式(1至6)评分，计算总分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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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4、10、19、23、29反向计分，。指导语要求被试评定自己近半年来的感受，

将各项目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值作为该项目的自我差异值，各项差异

值计0-5分。计算总分时将各项目的自我差异值相加，得分越低，理想与现实自

我差异越低，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越高。

3．2．2幸福度指数量表

该量表由Compbell编制而成，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

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由一个满意度项目组成，得分进行加权后相加即

为总体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0．55。总体情感指

数与另一种幸福感测查的相关性为O．52。本研究中，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的

Cronbach Q系数为0．85，分半信度为0．82。该量表情感指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O．89，根据姚春生(1995)等人的资料，该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49(p<O．01)。

3．2．3个案访谈提纲

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内容的提纲的理论基础为Higgins提出的自我差

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主要探讨理想与现实自我差异中自我差异

中人际自我、品性自我、学业自我、情绪自我等因素的作用结果对个体自我差异

所产生的合力，以及这些作用因素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访谈过程中会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访谈的内容。

3．3研究程序

3．3．1研究一：量化研究

本研究在南京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随机抽取50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被试分

布在职高一至三年级。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课堂集体施测，两

个量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团体施测，测量的顺序是修订后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

我差异量表》、《幸福度指数量表》，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67份，剔除无

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413份。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5-19岁，平均年龄16．53

±1．425岁。(本研究中，其生源类型主要包括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学生。)测试时

间为20分钟左右，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测

试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

问卷回收后删除无效问卷，将有效数据输入计算机，用spssll．0 for

windows进行数据处理。

3．3．2研究二：个案访谈

访谈是在班主任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首先，从班主任老师那里获得访谈对

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学业成绩、与老师同学的交往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等，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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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学生同意后，单独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对学生分别进行访谈。每位受访者均进行

一次约谈，每次约谈时间为15-40分钟不等。研究者将录音转录、整理、分析和

点评。最后，将两部分访谈内容综合进行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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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

4．1研究一：量化研究

4．1．1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研究

4．1．1．1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总体情况

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总体情况见表2，由表可知：

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各因子得分均高于中点，高职生的自我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中，在学业自我维度得分最高，即平均分为10．579，这表明高职生在学业方

面，自己理想中的状态与现实中的状态差异较大。魅力自我与人际自我维度得分

也较高，平均分分别为8．913、7．392。在该年龄阶段，高职生对个人魅力与人

际交往也尤为关注。在品性自我维度方面，得分最低，平均分为5．906。

表2高职生自我差异各因子基本情况(N=413)

4．1．1．2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性别差异

从表3可知，男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与女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大体相

当，T检验显示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即在自我差异的总

体水平上男女生之间是不存在差异的。在自我差异的各分量表上，男生、女生在

品性自我差异分量表上差异显著，而在其他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

在魅力自我分量表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而在其它分量表上均为男生得分高于女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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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性别差异比较(M4-SD)

男生 女生t值 sig

(1'4--1 76)(N=237)

人际自我 7．6144-4．251 7．2284-4．306 0．905 0．366

品性自我 6．4434-3．072 5．5064-2．835 3．204**0．001

学业自我 11．051 4-4．743 10．2284-3．911 1．877 0．061

情绪自我 6．3184-3．014 5．7684-3．563 1．697 0．091

家庭自我 7．057 4-3．703 6．8524-3．888 O．539 0．590

魅力自我 8．5064-4．380 9．2154-4．322 —1．640 0．102

总著异46．9894-16．588 44．798±15．520 1．378 0．169

注： 木表示p<0．05丰木表示0<0．01 M为均值，SD为标准差。(以下同)

进一步检验高职生各年级学生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性别差异，结果见表4：

表4高职生各年级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性别差异

一年级
男 52·191 14．557 1．134 ．259

⋯‘
女49．391 16．060

一年级
男45·877 16．589 0．444 ．658

一一
女44．633 15．339

二年级 予 41915 17·285 l·626 ·107

60

SO

40

年级

性别

I劳
圆女

图l 高职生各个年级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性别差异条形图

由表4和图1可以看出，不同年级的男、女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变化走向大体

上是一致的。但无论是高职男生还是高职女生，一年级时的自我差异水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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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时自我差异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而三年级时自我差异水平最低。从总体上

看，男生各年级的自我差异水平均高于女生。二年级是自我差异变化的转折点，

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男女生的自我差异变化逐渐呈平行变化趋势，在二年级

与三年级之间，男女生的自我差异变化水平逐渐变大，女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变化

幅度较男生来说更明显。总的说来，男生的自我差异总体得分在各年级上均高于

女生，同时可以看出，不同性别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值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

4．1．1．3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年级差异

表5高职生自我差异水平的年级比较(M±sD)

从表5可看出，无论是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还是各分量表，除了品性自我分

量外，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最高，三年级学生的得分最低，而在品性自我分量表上，

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最高，三年学生的得分略高于二年级学生。此外，在各分量的

得分中，学业自我差异的得分最高，魅力自我差异的得分次之；而品性自我差异

的得分最低。

以年级为自变量，对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如表6。结

果显示，高职生自我差异总体水平差异显著，即不同年级的高职生自我差异存在

显著性的差异。

表6不同年级对自我差异影响的方差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年级间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差异来源，本文用LSD多重比

较法对各个年级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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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高职生自我差异各维度的年级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7与表8可以看出，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各年级之间的相伴概率

都小于显著性水平(P<O．05)，即各年级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一年级

学生与三年级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在所有分量表上差异均显著。同时一年级与二

年级学生在品性自我与学业自我分量表上差异显著，二年级与三年级在人际自

我、家庭自我和魅力自我分量表上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4．1．1．4高职生自我差异的专业差异

由表9可看出，文科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高于理工科高职生，t检验

显示高职生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的相伴概率小于0．05，说明文科、理工科高

职生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有显著差异。总的来看，除了在品性自我维度文科学

生的自我差异值略低于理工科学生，在其它维度，文科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均高

于理工科学生。同时，两组被试在自我差异的人际自我、魅力自我分量表上，相

伴概率都小于显著性水平(P<O．05)，说明在这两个分量表上存在显著专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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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图2不同专业高职生自我差异年级变化趋势

由表10与图2可看出，高职二年级文科与理工科学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

存在显著差异，而一年级和三年级没有显著性差异。从变化趋势来说，无论文科

还是理工科高职学生，自我差异总分的变化趋势都是一致的：年级越高，自我差

异值越小。从变化的幅度来看，文科学生的自我差异总分在一年级N-年级之间

下降幅度变化较小，而在二年级到三年级之间下降变化幅度较大，而理工科学生



研究结果

的自我差异总分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下降幅度比较大，二年级与三年级之间下

降幅度较小。

4．1．1．5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城乡差异

由表11可看出，城市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高于乡镇高职生，t检验

显示城乡高职生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的相伴概率小于0．05，说明城乡高职生

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有显著差异。同时，城市高职生除了在家庭自我这一维度

自我差异分值低于乡镇高职生外，在自我差异的其它各维度上分值均高于乡镇高

职生。两组被试在自我差异的品性自我、学业自我、情绪自我分量表上，相伴概

率都小于显著性水平(P<O．05)，尤其是在学业自我这一维度，达到了极其显著的

水平(p<O．001)。

表1l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城乡差异研究(1&LSD)

幸表示p<O．05·奉表示p<O．01·宰事表示p<O．001

由表12与图3可看出，高职一年级城市学生与高职一年级乡镇学生的自我

差异总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显著水平砍到了0．01，而高职二年级和高职

三年级城市学生与乡镇学生之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各个年级，城市高职生的

自我差异总分均高于乡镇高职生。二年级是城乡两地学生自我差异变化的转折

点：一年级高职学生与二年级高职学生之间，来自城市的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变

化较大，而来自乡镇的学生的变化相对幅度较小；而二年级高职学生到三年级高

职学生之间，城市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变化幅度变得平缓，而乡镇学生的自我差

异水平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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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图3不同生源地高职生自我差异年级变化趋势

4．1．1．6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

由表13可知，独生子女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T检

验显示，高职生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显著。同时，

在自我差异的处维度上，独生子女学生的自我差异分值均高非独生子女学生。另

外，两组被试在自我差异的人际自我与学业自我两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尤

其是在学业自我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p<O．001)。

表13高职生自我差异状况的是否独生子女差异研究(M土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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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高职生各个年级自我差异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研究

独生子女

是

罾
级

年级

图4是否独生子女高职生自我差异年级变化趋势

由表14与图4可知，高职一年级独生子女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学生的自我

差异总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二年级、三年级是否独生子女高职生的自我差异

总体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同时，也可看出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高

职生自我差异总分的变化趋势都是一致的：随着年级的升高，自我差异值逐渐变

小。独生子女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分在年级间的变化幅度较大，从一年级到三年

级几乎呈直线下降趋势；而非独生子女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分在年级间的变化幅

度较小，一年级到三年级呈缓慢的下降趋势。

4．1．1．7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经济状况差异

以经济状况为自变量，对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如表

15。结果显示，高职生自我差异总体水平差异显著，即不同年级的高职生自我差

异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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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表示p<O．05木术表示p<O．01料：I：表示p<O．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经济状况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差异来源，本文用LSD

多重比较法对各种经济状况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见表16：

表16高职生经济状况自我差异总体水平的多重比较

表17高职生自我差异各维度的经济状况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16与表17可以看出，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经济状况不同的高职

学生之间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著性水平(P<O．05)，即各经济状况不同的被试组两

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与经济状况差的学生被试组在自

我差异所有分量表上差异均显著。同时，经济状况好的学生与经济状况中等的学

生被试在人际自我、品性自我、情绪自我、家庭自我分量表上差异显著，经济状

况中等的学生与经济状况差的学生被试组除在品性自我分量表上差异不显著，在

其它分量表上差异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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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图5经济状况不同高职生自我差异年级变化趋势

况

由图5可知，经济状况不同的高职生自我差异总分的变化趋势都是一致的：

随着年级的升高，自我差异值逐渐变小。从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来看，经济状况

差的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最高，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居中，经济

状况好的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最低。从变化的幅度来看，经济状况差的高职生的

自我差异总分变化较为平缓，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呈下降趋势，而在二年级与三

年级呈上升趋势；经济状况好与经济中等的学生的自我差异总分均随着年级的升

高而逐渐下降，但经济状况好的学生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变化幅度较小，而在

二年级到三年级之间变化幅度较大

4．1．2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状况研究

4．1．2．1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

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见表18，由表可知：

高职生被试在主观幸福感测试中的得分情况很不均衡。其中最高分为14．7

分，最低分为2．1，平均分为9．031分，标准差为3．001分。主观幸福感总分在

第30百分位～第70百分位之间为正常范围；得分低于第30百分位(相当于粗

分7．775)为主观幸福感水平偏低；得分高于第70百分位(相当于粗分10．950

分)为主观幸福感水平偏高。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进行频度分析发现，

低分组的学生仅122人，占总人数的29．54％，高分组的学生有127人，占总人

数的30．75％。由此可见，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普遍较高。大部分学生的主观幸

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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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高职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分布的等级频数表

4．1．2．2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性别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对不同性别的高职生的

主观幸福感进行了t检验，(结果见表19)。

表19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从表19中可以看出，从不同性别上来比较，男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女高

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相当，T检验显示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上男女高

职生之间是不存在差异的。此外，在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量表上，男女生

之间的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P>O．05)。

4．1．2．3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年级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分别对一、二、三、

年级的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20表)。

表20不同年级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差分析(M+SD)

从表20中可以看出，三个年级的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及主观

幸福感上均为三年级学生的得分最高，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最低。不同年级的学生

在主观幸福感、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O．05)。

用LSD多重比较法对各年级自我差异水平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各年级之间除

了二年级与三年级之外的相伴概率都小于显著性水平(P<O．05)，即一年级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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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高职生、一年级与二年级高职生的自我差异都存在显著差异。

表21高职生各年级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多重比较

4．1．2．4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专业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专业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对文科、理工

科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t检验， 结果见表22。

表22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专业差异比较(M±SD)

从表22中可以看出，文科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上的处分均低于理工科学生。同时，不同专业学生在在主观幸福感、总体情感指

数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O．05)。

4．1．2．5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乡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对城乡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

进行了t检验(结果见表23)。

表23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比较(M_SD)

从表23中可以看出来，乡镇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

感上的得分均高于城市学生，且这种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O．05)，说明生源地

可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32

／



研究结果

4．1．2．6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

为了进一步了解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对是否独

生子女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t检验，结果见表24。

表24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比较(M+SD)

从表24中可以看出，非独生子女高职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与主

观幸福感上的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学生，且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与主观

幸福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O．05)。

4．1．2．7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经济状况差异

为了了解不同经济状况的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分别对经济

状况为好、中、差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1)。

表25不同经济状况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方差分析m±SD)

从上面二表中可以看出，从经济状况不同来比较，经济状况不同的高职生在

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P<O．05)。经济状况好

的高职学生的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得分最高，经济状况差的

高职学生在这三项上得分最低。用LSD多重比较法对各种经济状况进行多重比较

发现，各种经济状况之间，除了经济状况好与经济状况中等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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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差异，经济状况好与经济差异差、经济差异中等与经济状况差两两之间均存

在显著差异。

4．1．3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4．1．3．1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表27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术表不p<O．05木幸表不p<O．Ol料木表不p<O．001

从表27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自我差异各因子与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

度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相关(p<O．01)，且这种相关均为负相关。说明高职生

主观幸福感越强，自我差异越小，反之亦然。

4．1．3．2幸福感低分者与高分者在自我差异各分量表上的差异性检验 j二

为进一步考察以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的高职生其自我差异的差异，首先将

主观幸福感总分分别以27％以及73％为临界点分为三类，将总分低于27％的定为

低分组，总分高于73％的定为高分组。之后进行主观幸福感得分的高分组与低分

组的自我差异的差异检验，结果见表28。

由表28可知，在自我差异的各个维度上，主观幸福感低分者的得分均高于

主观幸福感高分者，且在学业自我、情绪自我、家庭自我维度及自我差异的总差

异上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O．01)。

表28主观幸福感高分者与低分者的自我差异的差异显著性检验(M±SD)

4．1．3．3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个体的自我差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变异

量，把主观幸福感总分当作因变量，以自我差异的6个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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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逐步回归分析。

表29不同维度自我差异对主观幸福感总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从表29中可以看到，在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中，结

果表明，最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人际自我这一因子，接着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家庭

自我与学业自我这两个因子，在情绪自我与魅力自我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后，最后

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品性自我因子。由此可见，自我差异的六个因子均进入回归方

程式，成为显著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为66．2％。其中，“人际自我”的

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8．9％；其次是“家庭自我"，其解释量为16．4％。表明

“人际自我"与“家庭自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根据这一结果，可以得

到其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式为：y1=15．919—0．189X1-0．164X2-0．154X3-0．16614-

0．125X5—0．105X6。

4．2研究二：个案访谈

通过量化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些结果。然而，从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不能简

单的解释个体的自我差异与幸福感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探讨个体自我差异与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质性的研究，以得到更为全面的解释。因此，本

研究选取三位学生进行深入地访谈，通过分析，挖掘出对被研究都来说重要的主

题，提炼出能反映本研究主题的信息。

4．2．1访谈对象

三名访谈对象分别为一位女生，两名男生，考虑到其隐私，故而在以下讨论

中隐去其真实姓名。其中“问"指研究者，“答"指受访者。受访者的背景情况

如下：

受访者l：小玉，女，16岁，高职一年级学生，所属专业为文科，家住农村，

非独生子女，在家中排行老大，衣着朴素，父母均为农民，家中经济拮据。小玉

不善言谈，声音非常低，访谈从开始至结束，她总是低着头，偶尔与研究者对视，

目光会立刻转移。整个访谈过程气氛非常沉闷，其中还有片刻沉默。经班主任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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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小玉性格孤僻，不善言谈，不与他人交流，日常生活中不太注重个人卫生，

学习成绩差，而且在班上没有要好的朋友。小玉自我差异量表得分为96分，主

观幸福感量表得分为3．98分。

受访者2：刘兵，男，17岁，高职二年级学生，所属专业为理工科，家住学

校附近的镇上，独生子女，家中经济状况一般。刘兵看上去是个阳光外向的男生，

大方，健谈。在交流的过程中经济会露出阳光的笑容，对一些事情会较为坦率地

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主见。班主任反映，在一年级的时候很调皮，经济会偷着上

网，打游戏，但二年级开始有所好转，成绩较好，与班里同学相处融洽，有过与

人争执打架的经历，但不严重。刘兵的自我差异量表得分为44分，主观幸福感量

表得分为10．22分。

受访者3：赵元，18岁，高职三年级学生，所属专业为理工科，家在南京市

区，独生子女，父母均在外地做生意，家中经济状况较好。赵元看上去是个腼腆

的男生，交流时有些拘束，交流时总是低着头，但偶尔抬头会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班主任反映，该生有些内向，喜欢运动，爱打游戏，成绩较差。虽然顽皮但是很

听劝，与同学的关系很好。赵元的自我差异量表得分为32分，主观幸福感8．34

分。

4．2．2访谈方法与内容

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内容的提纲的理论基础为Higgins提出的自我差

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主要探讨理想与现实自我差异中自我差异 ／

中人际自我、品性自我、学业自我、情绪自我等因素的作用结果对个体自我差异

所产生的合力，以及这些作用因素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访谈过程中会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访谈的内容。

4．2．3访谈内容的质性分析

现摘录的部分访谈内容如下：

受访者l

问：你觉得你长大了吗?

答：应该算是长大了．

问：为什么是应该呢，你能告诉我吗?

答：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可是我却仍像个小孩子一样．

问：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答：(低头沉默几秒，低着头)在家里我是姐姐，爸爸妈妈都说我要让着弟弟，可我也只比

弟弟大了一岁啊．平时一些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我就总怕做不好．越是怕越是做不

好，越做不好就越怕．就说班上的同学吧．我其实挺想有个朋友的，但有时我都不知跟

他们说些什么好，特别是男生，到现在，班上的男生我有的没跟他们说过一句话．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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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大部分也不熟悉，也就是座位比较近的说的还比较多．

问：你是说你跟同学之间的交流很少，是吧，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和同学多一些交流呢?

答：(声音更加低沉)我想过，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自己长的不漂亮，成绩也差

也不像别人那样多才多艺的，觉得自己太普通了，在别人面前很不起眼。心想别人也可

能不想和我做朋友，而且我也不会说话，怕因为说错了话别人会笑话自己．

问：从总体上来说，你觉得现在的你是怎么样的呢?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说．

答：我觉得我太自卑了，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信心，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而别人做什么都

很自信．而且我胆子特别小，做什么事情都想的太多了，不敢放开去做，老是想万一做

错了怎么办⋯⋯，这样做到底好不好⋯⋯，想的越多反而就更做不好了．我还特别在意

别人对我的看法，经常感觉别人在注意着我，不管做什么，走到哪里好像都有好多双眼

睛在看着我，同时在心里也常常想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样子的．

问：那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答：不幸福．

问：那么你觉得要怎样你才会幸福呢．

答：要是我能够自信起来，做事情不再怕这怕那就好了．那样我就不怕考试考不好被别人瞧

不起我；就可以去跳健美操，不怕别人说我丑人多作怪了；就可以找一份好工作，爸爸

妈妈就不会说我没有用．

问：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从上面的访谈中可看到，这个女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生理上的成熟、心理上

的不成熟以及独立与依赖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种种矛盾，导致现实自我与理想

自我之间的差异。

该生对自己的现实自我评价较低，在谈话过程中多次提到自卑、不自信、什

么事情都做不好。而根据班主任与同学提供的信息，该生对自己过低的自我评价

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经济状况差，性格内向，缺乏人际交往技巧，自信心严重

缺乏，她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同学交往，不敢尝试，害怕失败。长此以往循环下去，

就使得她难以获得对自己有效的支持，愈加对自己没有信心。

而理想自我较高，现实与理想自我差异较大。该生几乎想要改变现实中所有

不如意的状况，达到较为理想的状况。然而，现实生活中该生缺乏有效的支持机

制，自卑、不自信，缺乏改变的勇气与克服困难排除万难有效措施，使得她无法

缩小现实与理想自我之间差异，处于一种矛盾挣扎的痛苦之中，导致该生的主观

幸福感低下。

受访者2

问：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答：当然，我已经十七岁了，虽然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独立了，但至少我已经不再像个孩子

似的了，我已经能够自己独自处理很多事情了．

问：你能具体说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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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都是很开朗健谈的人，而且他们也都很开明，从小他们就

注重培养我独立完成事情的能力．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像是朋友，可以互相帮助，

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依赖。正是他们的这种教养方面我的独立能力特别强，很多事情都

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事情都可以独立完成的很好．在现在的班里，各种活动我都踊

跃参与，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出谋划策，很高兴的是大家都很信得过我，同学都认为我的

主意不错，能帮到别人我很高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同学们也愿意向我请教学习

上的问题。我认为独立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全部都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完成，人和人之间

需要互相帮助．而且，也许我比较风趣幽默，喜欢我的朋友很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由于他的滔滔不绝，我觉得话题已经有些远了，于是就另一个问题向他提问)

问：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状况满意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答：很满意，我觉得现在我们同学之间相处的特别融洽，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爸爸妈妈对我

也很支持，让自己专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维持现在的这种状况就很好了．

问：我觉得你的这种状态挺不错的．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答：我性格开朗活泼，也很健谈，跟谁都谈得来．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我的接受能力强，

领悟能力也不错，很多新知识老师一讲我就明白了．我精力充沛，永远都不会觉得累，

所以很多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这一点我还是

很自信的．我的独立能力特别强，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事情都可以完成

的很好．

问-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你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

答：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各个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入．但肯定还有需要改进I

的地方，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但人无完人，总是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让自己变得更

好．
一

问：你能够具体说说吗?

答：(深思了好一会儿)至少我现在这么努力，是为了将来能够找一份好工作．但我相信不仅

仅是成绩，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还有良好的品德，我身上的一些缺点，希望能够改进，

成为一个更有担当的人．

问：谢谢你的坦诚，愿你以后做的更好．

从以上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该男生将自己归为成人群体，

以至于在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更是以一种成人的姿态出现。这个同学对现实中的

自己评价很高，不管是什么方面对自己都很自信，而且他很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状

况。在平时与同学的交往中，该生处于领导者的地位，而且常常有好主意，同学

都愿意与他交往，这样让他在这种与同学的互动中获得了尊重的需要，而且有明

确的归属感，同时对自己也形成了积极的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较高。

该受访者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较小，但正是由于他的自信，努力，

使他坚信自己能够不断地减少这种差异，而差异本身的存在也成为他不断减少自

我差异，完善自我的动力。在个体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减少自我差异与不断完善



研究结果

自我形成了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使个体能够更客观的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优缺

点，自信心会进一步的增强，同时也会不断地发现自我差异，不断地完善自我。

受访者3

问：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答：(原本低着头的他，抬起头，冲我笑了起来)在家里的时候，我更像个孩子．因为无论我

怎样，在爸爸妈妈眼里，我始终是个孩子，但在学校就不同了，身边都是跟自己一样的

同龄人，根本没有谁再把当成孩子．

问：你跟父母同学之问的关系，你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

答：比如说在学>--j吧，因为我学>-j不好，爸爸妈妈就总是念叨我，还好他们做生意经常不在

家，要是他们天天在家，那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在家的时候，就

会约束我，不让我随意干自己想干的事，一切都在要保障学>--j的基础之上．但在学校就

不一样了，上完课，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比如说，下课或是吃饭回来，可以和同学

聚在一起，谈论体育方面的话题，或是最近玩的游戏；再不就是和同学去球场打打球，

活动多着呢，除了这些自由活动以外，还有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参加这些活动，可以

让自己得到很大的锻炼．总之就是天高任鸟飞啊．

问：现在我对你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你觉得你对自己目前的这种生活状况满意吗?

答：我觉得目前这种状况还可以，没有让我感觉不舒服．虽然我觉得爸爸妈妈管我，让我有

些头疼，但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学业是学生的根本．我的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

只要保持下去就可以，这样不会给我的学习、生活等方面带来不便，一切都很正常．

问：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我不是很了解．总的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满足于现状的人，比较容易满足，对什么

事情的要求都不是很多，只要自己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我的性格应该是介于内向与外

向之问的．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但爸妈对我的要求很高，所以在这方面我感觉到很大的

压力，也许我始终没有尽力吧．我跟同学的关系很好，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也许这跟

我平时乐于助人有关吧，我对自己的外形也很满意．但也许是因为成绩不好的原因，我

有点不自信，当然对于自己的强项我当然是很有信心的．不过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

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问：一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对你来说，好的方向是指什么，你能具体说说吗?

答：恩，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还是个孩子，但其实我对父母的依赖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同

学中我不愿意承认罢了．我希望能够像班里一些同学一样，早点独立起来，不要做什么

事总>-j惯依赖．恩，我的学习不好，我知道那是我不够努力的原因，只要我愿意努力学

习，学习就不是问题．但除了学习，我觉得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觉得自己没有什

么能力，但在与同学、朋友、父母的相处中，我正在慢慢的学习．虽然我家的经济条件

比较好，父母都做生意，但我同时也想毕业以后能够找一份好工作，成为一个有能力的

人．

问：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合作，祝愿你早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从上面的访谈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同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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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成熟向成熟慢慢转变以的过程中。但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适宜的教育

方式，使他在面对种种矛盾的同时坦然接受自己的种种不足，幸福感较高。

该生对现实自己的评价很中肯。他对自己的评价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

而是和大多数的人一样，介于中间状态。这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对目前的生

活状态比较满意，与同学的关系融洽，介于独立与依赖的矛盾之间，并未引发一

系列不良后果，反而引发了他对自己的探索，意识到了自己的种种不足。

该生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不大，理想自我的设定立足于现实自我，能

够客观地看待自己，明白自己的优势，了解自己的缺点，合理设定理想自我，使

他对自己也形成了积极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表现的不错，形成积

极的自我概念。

4．2．4访谈小结

虽然接受访谈的高职生数量有限，但是在对所选取的三个个案进行深入访谈

的基础上，研究者得出如下结论：

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我差异较小的

学生，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较高，主

观幸福感高；而自我差异较大的学生，由于对自己的认识不中，空有较高理想，

在现实中缺乏减少这种差异的有效途径，导致获得了较多的消极情感体验，生活

满意度低，主观幸福感一般来说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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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与讨论

5．1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状况

5．1．1高职生自我差异总体水平分析

青年初期约从14，15岁开始到17，18岁结束，是学生在智力和人格发展上

从不成熟逐步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是人生最困难、最关键、最富变化、

最不稳定的一个成长阶段。处于这一时期的高职学生，在他们充满生机、富有进

取性的学习和生活中，往往深藏着各种各样的苦恼，存在着由不适应、不习惯而

带来的各种心理危机。这与青年人生理上的发育、心理上的发展和他们所处的社

会环境有十分紧密的关系。青年初期的青年人是处于由不成熟到成熟、由无序到

有序、由不稳定到稳定的过渡阶段，无论是在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都有相应的

变化。社会环境与生理发育以及心理发展之间不一致，迅速发展的自我意识也带

来了一系列内心的冲突与矛盾，如交往与闭锁之间的矛盾，独立与依赖之间的矛

盾等等。青年初期的高职生想摆脱少年时的不成熟，以成人的方式对待面临的问

题，希望同成人一样享有权利和义务。要求成人承认他们的“大人"地位。然而

他们在经济上还要依赖父母，在知识、经验、能力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还很有限，

所以尽管他们对成人的意见不愿盲从，但自己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必定导

致矛盾和冲突的出现。

本次调查发现，从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来看，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各因子得分

均高于中点，高职生的自我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学业自我维度得分最高，

即平均分为10．579，这表明高职生在学业方面，自己理想中的状态与现实中的

状态差异较大。魅力自我与人际自我维度得分也较高，平均分分别为8．913、

7．455。在该年龄阶段，高职生对个人魅力与人际交往也尤为关注。男、女生自

我差异总体水平均在一年级时为最高，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这说明随着

年龄的增长，高职生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客观、成熟，能够使用多种手段来调和

矛盾，从而减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5．1．2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性别差异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虽然男生高于女生，但不存在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国内一些关于自我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蚴。

38吴素梅，施玉滨，唐月芬．初中生自我概念发展的特点及培养对策[J]．哈尔滨学院学
报，2002，23(4)：56—59．

39苏林雁，万国斌，杨志伟等．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在湖南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1994，2(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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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男生与女生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虽然男女生由于受激素等生物因素的影响40，

有着先天的差异，即由性染色体差异导致个体发育毕生的生物差异。男女在大脑

机能、内分泌机能等方面的差异已经构建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倾向，都将

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个体行为的表现。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后天的环境等因素对

一个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竞争都越来越激烈，人们对男、女

性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不再片面地强调男性男性化，女性女性化，而是要求向

中性化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观念与发生了变化。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共同的权利

与义务，由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男女高职生的差距日益减小。但总的来说，

男高职生与女高职生仍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将影响他们的认知、与思维和行为

方式，面对外界环境时，他们根据自我特点来进行自我调节，减少自我差异。因

此，高职男生与女生自我差异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5．1．3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表明，在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上，各年级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且高

职一年级学生的自我差异总体水平最高，高职三年级自我差异总体水平最低。与

本研究结果不同的是，王莉爱、廖凤林对初中生的研究表明：初二年级学生自我

差异分数显著高于初一、初三年级，自我差异各维度的得分也是初二年级偏高。

这都说明年级也许是影响自我差异变化的重要因素。另外，在本研究中，高职一

年级学生与三年级学生在自我差异所有分量表上的差异均显著。一年级与二年级

在品性自我与学业自我分量表上差异显著，二年级与三年级在人际自我、家庭自

我和魅力自我分量表上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

从个体自我概念的产生之日起，个体的自我差异就已经存在，并随着自我概

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于新进入高职的学生，往往较长时间地沉浸在中考失利

的悲观情绪中。他们认为他们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极有可能失去较

大的发展空间，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他们无法逾越的。然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与年级的升高，学业的逐步开展，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着适应感、随意

感和自信感。他们不再像一年级时那样盲目自卑，而是变得成熟而有主见，对自

身的认识更加客观，对理想的设置更加合理。另外，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职

业教育，高职学生就业形势的普遍较好，使他们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自信，因而

自我差异呈逐渐变小的趋势。

5．1．4高职生自我差异的专业差异

对不同专业(文科与理工科)不同年级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总分进行比较，(表

加郑雪，严标宾，邱林等．幸福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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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结果发现，文科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得分明显高于理工科专业的高职生。T

检验结果显示自我差异在不同专业高职学生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自我差异的

各个分量表上，文科、理工科高职生在人际自我、魅力自我分量表得分都达到显

著的差异，说明在这两个分量表上存在显著专业差异。而且，一年级与二年级时

文科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均高于理工科学生，只有在三年级时，理工科学生的自

我差异水平略高于文科学生。

笔者认为，文科、理工科高职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是因为如下原因：首

先从专业的男女分布情况来说，普遍存在着专业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文科

女生占绝大多数，而理工科则截然相反。其次，文科、理工科学生在生活环境、

生活阅历、年龄和生理特征相对来说相同，两者的区分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思维方

式、认知特点的差异，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认知特点确实会使对自我的认识不同。

再次，高职院校对理工科学生的培养，比较注重实际操作与动手能力，使得理工

科高职生在入学之初就有了一定的学习目标，而到毕业之间都会有一技之长，较

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而文科高职生一进入职高就比较轻松，思想理想化程度较高，

使他们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最大，所以导致理工科高职生的自我差异水平

远远低于文科高职生。

5．1．5高职生自我差异的城市、乡镇差异

对城市与乡镇不同年级高职生自我差异总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城市高职

生的自我差异得分明显高于乡镇高职生，T检验结果显示自我差异的总体水平存

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社会环境是影响高职生心理发展的一个

基本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差距

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在江浙一带。来自乡镇的高职生，从小成长的环境就不仅仅

局限于家庭与学校，因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实践，更容易与他人分工合

作，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也较容易适应。他们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形成对

自己有较为合理的定位，能够比较积极地应对各种问题，不断促进现实自我发展，

努力减小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促进自我和谐的发展。相较来自城市的学生，

从小的生活环境比较单一，而父母多为双职工，许多现实问题、情绪问题等不能

及时的解决，不利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

5．1．6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差异

研究表明，独生子女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总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高职生的得

分，T检验显示，高职生自我差异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另外，在自我差异的各分量中，独生子女高职生在人际自我、与学业自我分量表

43



分析与讨论

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群体的大量存在是中国～个新的社会现象。有很多研究都认为独生

子女是“问题儿童”，他们由于在家庭中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同伴群体的交往，

无法了解同辈群体的观点，也不懂得分享的快乐，往往具有“自我中心"倾向；

另外，只有一个孩子的事实往往容易导致许多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子女过分呵护、

宠惯和溺爱，从而容易使他们养成自我中心、依赖性强等毛病。独生子女的自我

中心化，使得他们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极易表现得不合群。而这种现象在非独生

子女中较少出现。

另外，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对一个孩子的评价都过多地集中在他的学业上，

这种现象在独生子女家庭尤其突出。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了全部的精力，对孩子的学业成就有较高的期盼，从而影响到孩子对自身学业成

就的期望。学业成就一旦达不到他们预期的成果，他们往往会产生苦闷、困惑等

消极情绪，从而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而非独生子女由于兄弟姐妹的

存在，父母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他们一个人身上，因此他们在学业方面没

有过大的压力。因此我国的非独生子女在自我差异的人际自我与学业自我上的差

异要明显低于独生子女。

5．1．7高职生自我差异的经济状况差异

对经济状况不同的高职生自我差异的总分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经济状况不

同的高职学生的自我差异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从自我差异的各分量表上来看，

经济状况较好，跟经济状况较差的高职生在所有分量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是影响高职生自我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家庭经济状

况较差的高职生来说，他们需要部分考虑和承受家庭经济压力，与经济状况较好

和经济状况中等的高职生相比，面临着更多的压力源；另外，由于家庭经济状况

不好，使他们的某些需要不能被满足，这些都将导致自我差异的产生。

5．2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状况

本文探讨了现阶段高职学生总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方

面，认知方面以生活满意度为代表，情绪方面用总体情感指数来测量积极、消极

情绪。结果发现，高职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存在个体差异。

5．2．1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表明，高职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高职男生，但这种差异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这一研究结果与段建华(1996)、严标兵(2003)、张雯、郑F{昌(2004)

等人关于大学生幸福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国内不同学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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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研究结论很不一致，李靖等人(2000)研究表明男大学生的幸福指数显著高

于女大学生，而陈静、杨宏飞(2003)的研究表明女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昵?Nolen-Hoeksema41和Rusting(1999)提出的社会

关系解释理论可以对这一差异作出解释。这一理论将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归结为男

性和女生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等差异。然后，时代在进步，社会也

在不断地发展，现代社会对男性、女性的要求不再是以往传统观念的性别角色模

式，而是要求男女性向综合化的趋势发展，即中性化发展趋势。而不同的人对一

发展趋势有不同的认识，在外界的期望与自身的双重影响之下，个体对自身的要

求与将要承担的责任认识不同，而这些差异往往会引起对主观幸福感的判断不

同。另外，由于地区文化的不同，男女性受各种文化的影响也存在差距，这种差

距也会影响男、女性对主观幸福感的体验。

5．2．2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年级差异

本调查结果显示，高职三个年级的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主观

幸福感上均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其实一年级学生与二年级、三年级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水平差异显著(P<0．01)，二年级与三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差异不

显著(p>O．05)。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得分随着年级的上升

而上升。

这一结果与以往以高中生、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笔

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考上高中接受高等教育被大多数人所欣然接受，

而没能考上高中进入职业学校的高职学生，即意味着将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这一点会使人他感到万分沮丧，从而进入职校初期往往会产生排斥、漠视的

情绪，加之与身边一些高中朋友的对比，会使他们的失败感进一步加强，导致他

们有很强的失败体验。因此，高职一年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比较低。但是随着年

级、年龄的增长，高职学生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界的挑战与压力都有更为客观

的认识，自我意识已趋向稳定，对自己的把握程度比低年级同学更高，幸福体验

逐渐增强。另外高年级高职生即将或正处于求职之中，他们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

心理上有较高的承受能力，因此幸福感水平较高。

5．2．3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专业差异

本研究发现，在生活满意度、总体情感指数和总体幸福感的得分上，文科高

职生显著低于理工科高职生。这一结果与何瑛(2000)调查的结果一致：文科生的

幸福感得分最低。在一些对大学生压力的调查中也发现，文科生的压力最大(尹

海兰张淑熙，2003)。这可能与文科高职生较理工科高职生而言，并无具体的技

41韩爽．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特点及其培养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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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学习，而专注与理论学习，相对就业出路较窄，竞争更为激烈有关。

5．2．4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

本研究发现，来自城市和乡镇的高职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和主

观幸福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O．05)，但乡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城市学

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42。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陈静杨宏

飞，2003；佟月华，2003)，而幸福感较高的可能因素，是由于城市学生的家庭

经济收入高于农村学生。另外，就是城市与农村学生受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

影响，而乡镇学生面临更多的自我调节与适应方面的压力43，但他们积极进取，

迎难而上，并能很快适应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感受到幸福。另外，就本文的被试

而言，均来自经济发展较好的江苏省内城市与乡镇学生，而我国正在加快对农村

经济的发展，城乡文化生活环境的差距正不不断缩小，因此上述两方面关于乡镇

被试幸福感水平会低于城市被试的假设不成立。同时，乡镇学生较城市学生有更

多的交往机会，与父母同辈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时间，导致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比城

市学生更容易寻求帮助和用合理的方式减压，想必这正是乡镇学生幸福感水平高

于城市水平的主要原因。

5．2．5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

本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高职学生在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

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上均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且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显著高于独生子女(P<O．01)。在以往的研究中，从独生子女状况来比较学生主观

幸福感的差异的数量较少，且研究的结论各不相同：郭锋、曹志辉(2003)的研究

结论与本文的相同，而陈静、曹志辉(2003)的研究却恰恰相反，表明独生子女的

满意度比非独生子女生活满意度高。

笔者认为，独生子女学生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他们在心理和行为方面确实有

某些特点，这些特点的优劣，不能～概而论。就本研究而言，首先城市居民中独

生子女较多，性格多为中间型，而非独生子女，乡镇居民居多，性格多为外向型；

其次从社会比较来看，独生子女在经济方面会过多地向下比较，而在其他方面则

过多地作向上比较，而非独生子女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不仅会考虑经济条件的因

素，不不定期考虑自身的才智、能力等其它因素；最后，在意志特征方面，非独

生子女的自制力、果敢性和耐久性方面较独生子女强。综合这些因素，会使非独

生子女较独生子女获得更多幸福。但是相关研究较少，只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

42严标宾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心理科学，
2003．26(5)：851-855

43杨丽珠，宋辉．儿童自我控制发展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6)：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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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5．2．6高职生主观幸福感的经济状况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高职学生来说，家庭的经济状况愈好，

主观幸福感总均分越高，差异水平越显著。由此可见，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有

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如严标宾(2002)

的研究，经济状况与大学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有显著性(P<O．01)。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状况这类外部客观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

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人们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SWB在一些发达国家

并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5．3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表明：高职生的自我差异各因子、自我差异总

分与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相关；且这种相关均

为负相关。

回归分析显示，“人际自我"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显著，说明处于该

阶段的高职学生自我发展需要同伴的支持与理解，人际交往对他们来说就显得极

为重要，即高职生的人际自我差异变小，有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另外，“家庭

自我”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较为显著。高职生作为一个学生，学校是其主

要的活动场所，而家庭则也是高职学生较为重要的一个成长场所。他们的现实自

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源于家庭其他成员对其自身的影响所形

成的自我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通过本研究证实，自我差异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一定的范围内，个

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越大，个体的主观幸福水平就越低；反之，则

越高。这与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Susan(1999)研究认为现实自我与

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越小，个体越能感觉到幸福。另外一项关于老年妇女的研究

中发现，在现实自我不变的情况下，老年妇女的理想自我水平下降，使现实自我

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减小，个体的幸福感会提高。

笔者认为，根据Erikson(1963，1971)在自我认同形成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中，强调个体各种自我的整合在同一感发展中的重要性。青年初期是人生发展的

关键期，其主要的任务就是整合个体各种自我、自我意象和自我表征，以解决同

一性混乱形成tl我同一性。而处于此阶段的高职学生，最容易产生现实自我与理

想自我的不一致，这种差异的越大，就会使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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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结论

6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高职生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在本研究中，自我差异各因子得分均高于中点，反映出高职生的自我差

异总体状况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性别维度上，自我差异不存在在显著的差异；

在年级维度上，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高职生在自我差异总体水平上存在显著

的差异；在专业维度上，仅二年级文科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显著高于二年级理工

科学生(P<O．05)；在生源地维度上，来自一年级学生的自我差异水平显著高于来

自乡镇的学生(P<O．01)；在是否独生子女的维度上，一年级学生在是否独生子女

维度存在显著差异(P<O．01)；在经济状况维度上，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在自我差

异的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P<O．01)。

2、总体上看来，现阶段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基本呈正态分布。大

部分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的学生只占少数。不同年

级、不同生源地情况、不同专业、不同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高职生在主观幸

福感的总体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不同性别这一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高职生的自我差异与主观幸福感之问存在显著性相关，自我差异总体水

平以及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自我差异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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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7建议与不足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受个体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

之间的差异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与自我差异各分量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高职生的自我差异过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理想目标过高，难以企及，另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自我认识不足，评价过低。因此，要提高高职生的主

观幸福感水平，必须从调整他们的自我概念，缩小其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

差异入手，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合理的理想自我，引导他们

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方式来评价自己，妥善处理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差异，

从而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根据本研究所得结论和本人在南京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咨询中心的实际工作

经验，对如何帮助高职学生减少自我差异，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下面向点建议：

1、进行正确的人生观、合理的价值观教育，使高职生树立合理的人生理想和目
标

目标是情感系统重要的参考标准，它影响人的情绪，影响人的主观愿望和快

乐，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主观幸福感的目标理论认为，有明确目标

并通过努力不断减小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从而达到目标的过程的人比那些没

有目标或达到目标有困难的人更快乐。但这并不说有目标的人就一定快乐，

Brunstein(1998)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能以内在的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

目标并达到可行程度时，主观幸福感才会增加。个人目标与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人

们幸福感的不同。

因此，要提高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合理的价值观，使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合理的目标，并使他们

的目标切合他们内在的需要，引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努力，帮助他们

在成长的过程，正确认识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不断减小这种

差异实现个人目标的过程，提高自身的观幸福感。

2、帮助高职生正确认识自己，树立合理的期望值，切实地追求成功

幸福感的期望值理论认为：个人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时总是会与一定的

标准相对比，这一标准就是个人的期望目标。若期望目标实现了，则意味着成功，

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值高，反之若期望目标无法实现，则意味着失败，个体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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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值就低。

高职学生是学生群体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学生本身的自我定位高，而与

现实条件使其感到自我发展与他们的理想相差很远。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给他们带

来了极大的痛苦与烦恼，因此，他们很少有成功的体验。所以，对于高职生来说，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要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也应

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我，了解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认识自己的优点与不足，树

立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对自己都确立合理的期望值，使他们在

学业与生活中取得成功。通过成功的体验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理想，

减小自我差异，增强自己的自我效能感，并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3、掌握正确的比较标准，提高信心水平

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产生于现实条件与标准进行比

较。个人与标准进行比较，如果自己的现实条件优于标准，则个人的自信心会增

强，进而产生新的标准；反之，个体现实条件与标准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则必然

会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当个体将现实自我作为比较标准时，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较高，而将理想自我作为比较标准时，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不一致的人主观

幸福感较低。

因此，要提高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增强其自信心，帮助他们掌握适当的

比较标准就显得成为重要。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向下比较进，会有较多的成功

体验，较少会有失败的结果。成功的经验提高和增强个体的信心，而失败的结果

会使信心削弱或丧失。对于自信心严重缺乏的高职学生，要尽量引导他们向下比

较，避免他们将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重要的是使他们掌握比较的标准，

通过不同的比较标准来增强自信心。

4、培养高职生和谐人格，提高其心理心理健康水平

自我差异小，自我和谐与高职生的主观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和谐人

格的培养，是学校我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父母应该给予孩子积极的

关注，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积极的指导，以表扬鼓励为主，避免过多指责与处罚；

其次，学校要为学生创设良好、和谐的教育环境。老师要注重个人自身修养，帮

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帮助学生创建良好的班集

体，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和疏导

工作。最后，综合各方面的力量，使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培养健全、和谐的人格。

高职生正处于要格形成的重要时期，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同一性混乱问

题。作为教育工作者应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心理素

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增强他们经济挫折的能力。同时，帮助他们学会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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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保持良好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对于心理上、情绪上有

问题的学生，就通过心理咨询活动对他们进行疏导，帮助他们正视心理问题，通

过自我成长来解决心理问题，使他们身心能够健康地成长。

总之，要培养高职生积极健康的人格，尤其是和谐的人格，提高高职生的主

观幸福感。

不足

l、本研究因条件限制仅限于在一个地区一定范围内抽取被试，样本代表性

有限，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有一定的影响。

2、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仅选取自我差异作为研究变量，客观

上很难控制其它无关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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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l

附录1幸福度指数问卷

请依据逗=仝旦塞的认识和感受，用1—7级评分法，表明你对各题中每组

词的态度。其中1—3为对每题第一个词的描述，程廑递越：4为不确定，5--7

是对每题第二个词的描述，捏度递增。选捶量签金堡鲍麴主扛堑

A 1一一一一Z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厌倦的 不确定 有趣的

B 1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快乐的 不确定 痛苦的

C 1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无用的 不确定 有价值的

D 1一一一一2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朋友很多的 不确定 孤独的

E l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充实的 不确定 空虚的

F 1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无望的 不确定 充满希望的

G l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7

沮丧的 不确定 有奖励的

H 1一一一一2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7

生活对我太好了 不确定 生活未给予我任何机会

I你对生活总体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如何，哪一数值最接近你的满意或不满

意程度?

1一一一一2一一一一3一一一一4一一一一5一一一一6一一一一一7

非常满意 不确定 非常不满意



附录2

附录二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问卷

这是一项有关大学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差异的调查，请结合自己的实际，

筮别过现塞虫丝：嚣==塑理塑生的==我：迸复透俭：判匦这些撞适签金缝的猩廑。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为6个等级，用1叫记分，请造搔最签
金您的麴主扛√，每题只能作一种回答，敬请不要漏答!

问卷中所有项目无对错好坏之分，只需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j蝗作答，
调查结果仅用于科堂班塞，我们将为您堡查，敬请放心!调查结果的质量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您回答问题的真塞丝。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谢谢!

现摘录部分量表试题如下：

现实自我 理想自我(理想中的我具有的特
(现实中的我具有的特性) 性)

古
比 基 基 比

￡b 吉
比 基 基 比 兀

项 目
兀 兀 兀
全 较 本 本 较 全 全 较 本 本 较 全
不 不 不 符 符 符 不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厶 厶 A 符 符 符 厶 厶 厶

口 口 IZl 口 口 口

1．责任心强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2．家庭美满幸福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3．毕l断黝归境豇二怍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4．消极悲观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5．在家锄勺}I!粒举咝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6．道德观念强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7．学习成绩优秀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8．学的拙萄凑啪锻矬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9．幽默风趣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0．学习效率不高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1．组织协调能力强 t 2 3 4 5 6 l 2 3 4 5 6

12．谦虚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3．多才多艺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4．开朗活泼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5．情绪稳定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8．朋友很多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19．容易紧张焦虑 I 2 3 4 5 6 I 2 3 4 5 6

20．家境富有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21．诚实守信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22．手头宽裕 l 2 3 4 5 6 l 2 3 4 5 6



附录3

附录三：访谈提纲

1、你觉得你现在长大了吗?

2、你跟家人的关系怎样?

3、你跟朋友同学、朋友的关系怎么样?

4、你觉得一个人的品性对你交友有影响吗?

5、你觉得个人的外貌会影响你跟别人交往吗?

6、你对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请详细说明好吗?

7、你能详细说说你自己吗?比如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8、你平时能很好地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吗?请举例说明好吗?

9、你是否能评价你目前的学习情况?

10、你对你的将来有什么打算?

11、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吗?是什么样子的?

12、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理想的自己，你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呢?

13、如果你心目中的理想自己与现实中的你有差异，你会采取如何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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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三年学习研究生活，转瞬即逝。记忆似乎还定格在入学的那一天，转眼已

到了即将毕业，跟朝夕相处的同学、师长分别的时候。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侯春在教授，感谢您这三年来对我的悉心指导和谆谆教

诲。您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事上的真诚、谦逊以及注重细

节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益!

感谢傅宏老师、陈益老师、丁家永老师、谭顶良老师、邓铸老师、刘昌老师、

刘穿石老师等各位学者、师长的教导，你们的倾心施教与热情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南京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在量表施测过程中给予我的极大帮助；同

时感谢参与本研究的同学们。

感谢与我同窗三年、朝夕相处的同学：姚蕙、庄文婷、曹雯、曹迁、朱晓庆、

杨秀珍、赵优优、葛海红、杨雪梅、王玉娥等，同时感谢我的师姐高侠丽在论文

完成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你们都曾经给过我这样多的关怀与帮助，使我的学习

更有目标，感谢你们让我收获了美丽的回忆。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涯，因为你们

而变得更加炫丽多彩。

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姐姐，多年来正是你们的默默支持、关心与鼓励，

使我拥有战胜困难与挫折的勇气与信心，你们的陪伴是我幸福的源泉。

太多的感谢、感激、感动，绝非几句话、一张纸所能承载。只愿所有曾经帮

助过我的朋友、同学、师长们：幸福、安康。

王林飞

2010．05于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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