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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一般生活满意度及其与自尊的关系
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100101) 　陈丽娜 　张建新

【摘 　要】目的 : 研究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及其与自尊的关系。方法 : 运用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和

自尊量表对 120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 : 本组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 其中女生平均

分为 4131 , 男生平均分为 3165 , 女生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生 (t = 3121 , P < 0101) ; 来自城市学生的平均

分为 4130 , 来自农村学生的平均分为 3167 , 城市学生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t = 3106 , P < 0101) 。

120 名大学生的自尊总均分约 3 分 , 属较高水平 , 女生高于男生 , 城市大学生高于农村学生但差异不显著。

高自尊组学生生活满意度高于低自尊组学生。结论 : 大学生对现在的生活中等程度满意 ; 其生活满意度存在

性别和地区差异。自尊水平高的大学生 , 其生活满意度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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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o explore the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 - esteem of university students1 Methods : 120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assessed by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Self - esteem Scale1 Results :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in middle level , fem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e in life satisfaction , and the students from

cit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classmates from rural areas1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high self - esteem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w self - esteem students1 Conclusion : Most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mean in life satisfac2
tion1 Girls and students from citie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fe1 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 - este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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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满意度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一

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

价[1 ] 。生活满意度可分为两种 : 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对

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 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

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 , 如婚姻满意度、收入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等。一般生活满意度较之特殊生活满意度

更为稳定。

心理学研究发现 , 在各种预测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变量中 ,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最高[2 ] 。如一项有

31 个国家 1 万多名大学生参加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

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达到 0147[3 ] 。研究还

发现 ,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自尊、社会支持、人格特

质、应付能力、适应能力等预测指标中 , 自尊是预测

生活满意度的最佳指标之一[4 ] 。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对自我的积

极情感性体验 , 由自我效能或自我胜任以及自我悦纳

或自爱两个部分构成[5 ] 。自尊反映出个体知觉到的现

实自我状态与期望自我状态之间的差异。高自尊的个

体 , 对现实的自我价值持肯定的正面评价 , 自信 , 较

满意自己 , 对自我的情感体验是积极的。低自尊的个

体则相反 , 对自己持负面的消极评价 , 认为自己不如

别人 , 没有信心应对困难 , 对自己的接纳程度低 , 对

自我的情感体验是负面的。

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方面研究的进

展 , 作为心理幸福感关键指标的生活满意度也日益受

到关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年人和老年样

本[6 ]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最近才起

步[7 ] , 而国内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研

究则更少[8 ]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 , 试图回答在物

质生活日益提高、学习和生活内容日益丰富的今天 ,

处于人生关键时期的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具体情

况 , 以及生活满意度与自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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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在北京市一所综合大学的三个公共选修课

上随机抽取来自全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120 名学生

参加测试。其中男生为 63 人 , 女生为 57 人。来自城

市的有 56 人 , 来自农村的有 64 人。

测量工具 : 11 一般生活满意度 : 采用的一般生

活满意度量表 , 最初由 Diener 编制 , 在国外广为运

用。在国内运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9 ] 。包含 6 个

项目 , 每个项目的答案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

常同意”分为 7 级。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α

值为 0183。

21 自尊量表 : 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 ,

在国内修订引用信度、效度均达到要求[10 ] 。共 10 个

项目 , 每个项目的答案从 1“非常同意”到 4“非常

不同意”分为 4 级。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α

值为 0178。

结 果

1、大学生一般生活满意度及自尊水平分析

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 其总平

均数约为 4 分。但性别和地区对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

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见表 1) 。女生较男生表现出更

高的生活满意度 ,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

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表 1 　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及自尊得分比较 (x±s)

一般生活满意度 自尊

性别 男生 3165 ±0198 3109 ±0142

女生 4131 + 1125 3112 ±0135

t 检验 3121 3 3 0152

地区 农村大学生 3167 ±1109 3108 ±0140

城市大学生 4130 ±1156 3113 ±0138

t 检验 3106 3 3 0162

总体 3197 ±1116 3110 ±0140

3 P < 0105 , 3 3 P < 0101 , 下同

大学生的自尊比较高 , 其总平均数约 3 分 (最高

4 分) 。男生的自尊水平低于女生 , 农村大学生的自

尊水平低于城市大学生 , 但差别不显著。

2、一般生活满意度与自尊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一般生活满意度与自尊显著

相关 ( r = 01379 , P < 0101) , 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个

体 , 其一般生活满意度比较高。对一般生活满意度进

行方差分析 , 发现性别、城乡、自尊三者在一般生活

满意度变量上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 ( F = 11118 , P >

0105) 。

将所有被试按自尊量表分数 , 分成高自尊组、中

间组和低自尊组三个组 (区分标准为样本平均数加、

减一个标准差 : 量表分数高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以上

的为高自尊组 ; 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为低自尊

组 ; 其余则归为中间组) 。各组人数及一般生活满意

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列于表 2。

表 2 　不同自尊水平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比较 (x±s)

自尊 高自尊组
(20 人)

中间组
(78 人)

低自尊组
(22 人) F 值

一般生活满意度 4147 ±1116 4103 ±1112 3121 ±1100 6196 3 3

表 2 显示 , 三个自尊组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总体上

存在显著不同。自尊分数越高 , 其一般生活满意度也

越高。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统计分析显示 , 高自尊组与

低自尊组 (t = 31721 , P < 0105) 、中间组与低自尊组

(t = 21977 , P < 0105) 存在显著差异 , 而高自尊组与

中间组的差异不显著 (t = 11597 , P > 0105) 。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 , 当代大学生对自身的生活质量总

体上讲既不是十分满意、也没有表现得很不满意 , 似

乎处于一种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多

数当代大学生的物质生活远较他们的父辈优越 , 但周

围的诱惑实在丰富 , 加之环境中不确定因素迅速增

加 , 他们心理上的需求却不那么容易得到满足。当

然 , 由于本研究中的大学生来自北京的重点大学 , 他

们在各方面享受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很高的 , 上述一

般性结果是否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高校大学生

的生活满意度 , 尚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研究。

在本研究中 , 女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

大学生。这似乎表明 , 在我国女性学生对生活的整体

满意度普遍高于男性学生。本研究的女大学生表现出

比男生更高的自尊水平 ,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女生在生活满意度上较男生要高。一项关于主观幸

福感的研究也表明 , 自尊水平高的人其主观幸福感较

高 , 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11 ] 。为什么女生的自尊

高于男生呢 ? 这可能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预期有关。

市场经济时代带来人际竞争 , 社会对男性竞争能力的

预期高于对女性的预期 , 环境对男女性角色的不同预

期 , 造成男性、特别是男性大学生自尊较为低 , 他们

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 他们的目标更为高远。现实自

我与理想自我的距离较女生为大 , 故他们对自己不甚

满意 , 连带着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也比女生为低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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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 , 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证实。

城乡比较结果显示 ,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一般生活

满意度要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 , 同样 , 城市大

学生的自尊也比农村大学生要高一些。城乡大学生之

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 , 他们各自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存在着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的自尊水平 ,

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国内相关研究表明[12]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大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表现

不同 ,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一般要

低于来自平均或高收入家庭的学生 , 这与我们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多数农村来的大学生的经济条件要差于

城市的大学生 , 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压力和诱惑与后者

相同 , 但却不具备后者的经济条件。因此 , 他们会对

现实自我感到不满意 , 会尝试改变自己 , 使自己能够

适应城市中的大学生活 , 但这种努力往往需要较长的

时间 , 而且不一定很成功。因此 , 农村大学生较城市

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不满足感是可以理解的 , 但也尚

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对于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及

其与自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本研究的结果来

看 ,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男性大学生和来自农村的大

学生 , 因为他们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相对偏低。应当

培养他们积极向上、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 , 这对于他

们是否能够适应更广泛的社会生活 , 并且为社会做出

贡献 , 具有长远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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