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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大学生孤独感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方法：使用情感和社交孤独量表、社会

支持问卷和 GHQ-12 对 1267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男大学生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均显著高于女大学

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女大学生。 ②社交孤独评分最高的是 22 岁和 21 岁的大学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

评分最低的是 21 岁的大学生。③与情感孤独相比，社交孤独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更强。④在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中，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对大学生的孤独感、感受和获得社会支持的技能进行干预，有助于提高其

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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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
ness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1267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 social sup-
port questionnaire, and GHQ12. Results： ①The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ores of 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female students, while the social support scores of the male stud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female students.
②The highest score of social loneliness and the lowest scor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were reported
by students at the age of 22 and 21. ③Social loneliness was more sensitive to predicting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than emo-
tional loneliness. ④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was validated. Conclusion： Intervening in loneliness
coping and getting, and perceiving social support is able to help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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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是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

绪体验 [1]，并已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水 平的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 有研究者呼吁对大学生的孤独感从

多维角度进行定量研究， 考察孤独感对心理健康影

响过程的作用机制， 对其本质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

深入研究和了解，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预防和干预

建议[2]。 在西方，Weiss 早在 1973 年就提出孤独的类

型理论，强调孤独感应该是多维的，并将其分为情感

孤独（emotional loneliness）和社交孤独（social loneli-
ness），前者指与家庭、朋友和恋人的情感疏离（inad-
equate attachment）， 后者指与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

友们缺乏交往[3]。 Peplau 等人认为，孤独是个体对社

会相互作用的数量和质量的感觉， 当一个社会关系

网比预期的更小或更不满意时，孤独就会出现[4]。 应

激理论（应激源—应激中介变量—应激反应）认为，
社会心理应激源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过程， 除了应激源强度、 频度以及持续时间的影

响外，还受许多因素的调节或中介作用的影响，特别

是社会支持、应对策略、个 性 特 征 等 中 介 因 素 的 影

响[5，6]。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社会网络中一个

与孤独感和心理健康有紧密关系的概念。Sarason 等

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

支持的感知[7]。 当某人有需要时，来自于他人的同情

和资源的给予就是社会支持。 这些支持能够满足个

体的需要，从而达到缓解个体各类紧张的目的。对社

会支持的感受，即领悟社会支持，是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8]。
本研究考察 大学生的孤 独感与心理 健康的关

系，以及社会支持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调查了北京 21 所

大学的 1267 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598 人，女生 669
人，平均年龄 20.35±1.34 岁（s =1.34）。
1.2 研究工具

1.2.1 孤独感问卷 采用 Wittenberg 的情感和社交

孤独量表（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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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道题，在李克特五点量表上评估[9]。
1.2.2 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 Schwarzer 等人的社会

支持量表，共 8 道题，在李克特五点量表上评估 [10]。
该问卷编制时为两个维度， 但本研究中对该问卷进

行因素分析，所有条目都聚为一个维度，方差解释量

为 65.34%， 各 条 目 在 这 一 维 度 上 的 因 素 负 荷 在

0.64-0.86 之间，因此本研究将该问卷作为一个维度

进行分析。
1.2.3 心理健康问卷 选用一般健康量表 （GHQ-
12）[11]，共 12 道题，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三个月内出

现某种行为或产生某种感受的频度， 在李克特五点

量表上评分。

2 结 果

2.1 大学生孤独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

结果显示， 大学生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与感

受到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 感受到的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性别与情感孤独、
社交孤独和社会支持有显著相关，年龄与社交孤独、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也显著相关。 见表 1。

对不同性别被试的情感孤独、 社交孤独和社会

支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大学生的情

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男大学生

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女大学生。 见表 2。

对不同年龄段被试的社交孤独、 社会支持和心

理健康进行方差分析（ANOVA），事后检验显示，社

交孤独感评分最高的是 22 岁的大学生，评分最低的

是 18 岁及以下的大学生，且 21 岁和 22 岁的大学生

社交孤独感显著高于 20 岁及以下的大学生。社会支

持评分最高的是 19 岁的大学生， 评分最低的是 21
岁的大学生，且 19 岁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显著

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大学生。 心理健康评分最高的是

18 岁及以下的大学生， 评分最低的是 21 岁的大学

生，且 21 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年

龄段的大学生。 见表 ３。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x±s）

注：*P<０.05，**P<０.01，对角线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 2 孤独感和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x±s）

注：*P<０.05，**P<０.01，***P<０.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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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会支持对孤独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2.2 社会支持对孤独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效应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Baron 等提出一个三 步

骤检验模型，第一次回归分析，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有

显著相关；第二次回归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

关；第三次回归分析，在控制自变量后，中介变量与

因变量仍然有显著相关。 如果最后一步中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值仍然显著，说明有部分中介效应；如果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值不显著，则说明有完全中介效应[12]。
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来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第一次回归分析考察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对社会支

持的预测作用， 第二次回归分析考察情感孤独和社

交孤独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第三次回归分析在

控制了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后考察社会支持对心理

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对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显著预测作用。 在控制了

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的作用后， 将社会支持引入回

归方程，仍能显著预测心理健康，且情感孤独和社交

孤独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降低， 社会支持的部分

中介效应得到验证。 见表 4。

3 讨 论

表 3 孤独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年龄差异（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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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男大学生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

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而男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

持显著低于女大学生。 这一结果与以往大部分以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结果基本一致[13]。 不同年龄段大

学生的社交孤独、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评分有显

著差异。 社交孤独评分最高的是 22 岁和 21 岁的大

学生，社会支持评分最低的是 21 岁的大学生。 已有

研究对年级与孤独感关系的结果不一致， 有的研究

考察年级变量对社会孤独感、人际孤独感、自我孤独

感、发展孤独感的影响，未发现显著差异 [14]，也有研

究报告学生经常产生孤独的比例由低年级向高年级

递增，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增加，课程日趋减

少，闲暇时间增多而不善利用，且困扰着学生的就业

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多[15]。 本研究在设计问卷时考察

了年龄，未考察年级因素。 研究发现年龄与孤独感、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有显著相关。 这一结果应当引

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21-22 岁的大学生基本

处于大三、大四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大学生心理压力

状况较为严峻的一个年龄段。 有研究报告，二、三年

级大学生各方面的压力感平均得分都高于其他两个

年级[16]。 此外，网络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大学生

将心理依赖寄托于网聊、网恋和网游，而忽略了从人

际交往的正常渠道获得心理援助的重要性 [17]。 对这

一年龄段大学生孤独感、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进行

适度关注，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干预措施，有助于他

们缓解消极情绪体验带来的压力， 顺利度过走向社

会的关键期。
在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 社会支持起部

分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相当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

之间的桥梁，往往起着增加或缓冲影响的作用。对大

学生而言， 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能够显著预测他们

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的多少。越孤独的大学生，感受到

的社会支持越少，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与情感孤独相

比，社交孤独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更高。 换言之，
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有助于

缓解孤独感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中，孤独

感包括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两个维度， 该应激源主

要产生于大学生社会网络中不良的人际关系。 而从

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来看， 社会支持系统应该是

一个由父母、同学或朋友、辅导员、院系老师和领导、
心理咨询中心等所组成的综合人际网络体系 [13]。 社

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说明， 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

赖于大学生自身有意识地调控，也有赖于家庭、青年

同伴、学校与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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