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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探讨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生活满意度以及自尊的关系。方法: 采用青少年生活方式量表、Rosen

berg自尊量表对全国九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10 899名初中、高中及大学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不同地区、年

级青少年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类型上的分布存在差异 ( 2 = 248. 93, P < 0. 01; 2 = 568. 53, P < 0. 01)。

有 58. 9%的大城市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 且生活满意度高; 而生活在乡镇农村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健康程

度低, 且生活满意度低的人占大多数 ( 58. 9% )。初中生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且满意度高的学生占全体初中生的

61. 8% ,高中和大学生中, 该比例分别降为 48. 5% 和 21. 3%。高中生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但不满意的学生占

7. 6% ,高于初中生 ( 4. 1% )和大学生 ( 3. 6% )。另外,有很高比例的大学生 ( 71. 6%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低, 且生活

满意度低。生活方式与自尊、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472, P < 0. 01; r= 0. 636, P < 0. 01 ),自尊与生

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450, P < 0. 01),且自尊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结论: 我国青少

年生活方式和生活满意度整体情况良好,但存在地区和年级差异,生活方式通过自尊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

用。对我国青少年进行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应考虑地区和年级差异,同时应积极关注心理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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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lifesty le, se lf 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 ong Chinese adolescents. Methods: 10 899 ado lescents in m iddle schoo ls and co lleges from 9 prov
inces in Ch ina were invest igated by using Ch inese Ado lescent L ifesty le Scale ( CALS), Rosenberg Se lf
Esteem Scale ( SES). Results: The distribu tion of ado lescents in the four groups d iv ided by lifesty 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ores w ere different regarding the area and grade of these students(

2
= 248. 93, P <

0. 01;
2
= 568. 53, P < 0. 01) . A h igh percen tage o f adolescen ts in c ities ( 58. 9% ) reported a healthy

life sty le w ith h igh life satisfact ion w h ile m ost adolescen ts in rural areas ( 58. 9% ) reported poor life
sty les w ith little satisfaction. A high percentage of jun ior h igh schoo l students ( 61. 8% ) reported a
healthy life sty le w ith high life satisfaction, but th is percentage am ong sen io r h igh schoo l and college
students was dow n to 48. 5% and 21. 3% respect ive ly. About 7. 6% of sen ior h igh schoo l students repor
ted a healthy life sty le bu t poor sat isfaction, a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 l students
( 4. 1% ) and college studen ts ( 3. 6% ) . M oreover, there w ere 71. 6% co llege students reported that
they lead a poor life style w ith little sat isfaction. The lifestyle is sign if icantly correlated w ith se lf esteem
( r= 0. 472, P< 0. 01) and life satisfaction( r= 0. 636, P < 0. 01) , and self esteem is also sign if icantly
correlated w ith life sat isfaction ( r= 0. 450, P < 0. 01) . Self esteem w as them ed iator of the o ther two pa
ram eters. Conclusion: The lifesty le pred icts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se lf esteem. A rea and grade d iffer
ences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 hen introduc ing program s on health prom o tion, and attention
shou ld be attached to the influence o f psycho log 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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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 #这一术语, 最初由社会学家 M ax

W eber
[ 1]
提出, 他认为: ∀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

定文化、民族、经济、社会、风俗、规范等影响而形成

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生活制度,包括个人

嗜好、认知方式和业余时间的行为活动等 #。国外
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和临床社会调查证明,制约人类

健康的因素中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占 50% ~

55%
[ 2]
。社会发展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也给青少年

带来了一定影响,调查发现,青少年中很多健康危险

行为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都呈上升趋势
[ 3]
。对生

活方式的纵向研究也表明, 在青少年时期健康的行

为习惯能够降低以后的疾病风险
[ 4]
。青少年正处

于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

不但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也为其成年后的健康

生活奠定了基础。

生活满意度 ( life satisfaction )是个人依照自己

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

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

质量的重要参数
[ 5]
。生活满意度通常可分为两种,

即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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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家庭满意度、

友谊满意度、环境满意度等,一般生活满意度较之特

殊生活满意度更为稳定和抽象
[ 6 ]
。现代的健康促

进教育大多集中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

惯,认为规范化的生活方式即意味着高质量的生活,

却忽略了对生活方式的健康程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

的考察,以及心理因素与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而

已有研究表明,不但外界环境、学习睡眠状况、生活

事件、人际关系等客观因素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有关, 人格、自尊、控制感等心理因素也是影响个人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
[ 5 - 8 ]
。自尊 ( self esteem )是

个体人格结构中自我概念的核心部分, 是个体评价

自己的程度及对自己的价值感、重要感的体验
[ 9 ]

,

它表明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

的、有价值的、重要的和成功的
[ 10]

,其与生活满意度

的关系尤其突出
[ 11]
。本研究以我国在校青少年为

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青少年生活方

式。全国抽样调查的整体情况另文报告 ,本文重点

探讨生活方式、生活满意度以及自尊的关系,以期在

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学习和生活内容日益丰富的今

天,为在校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提供一定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根据各地经济及教育发

展的不平衡状况, 以省为单位把全国划为 ∀三

片# [ 12 ]
。本研究依据教育部的划分方法, 根据分层

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在 ∀三片 #地区进行

抽样,一片地区抽取北京、江苏、广东;二片地区抽取

河北、山西、四川;三片地区抽取内蒙古、甘肃、云南,

并在每个省 /自治区抽取一个中心城市,在每个城市

中随机抽取两所中学和一所大学。对这 9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初一至大四的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15 000份, 回收问卷 12 671份, 回收率

84. 47%。删除只完成部分题目的问卷以及规律作

答的问卷, 剩余有效问卷 10 899份, 有效回收率为

86. 02%。其中男生 5 521人 ( 50. 7% ), 女生 5 281

人 ( 48. 5% ),缺失 97人;初中生 3 483人 ( 32% ),高

中生 4 377人 ( 40. 1% ),大学生 3 039人 ( 27. 9% );

年龄 13~ 24岁,平均年龄 ( 17. 0 ∃ 2. 7)岁。

1. 2 工具

1. 2. 1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 ( Ch inese Adolescent

L ifestyle Sca le, CALS)
[ 13]  共 49个题目, 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为客观行为, 包含 8个因子: 饮食习

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学习习惯、体育锻炼、娱乐

活动、人际关系、应对方式; 4点计分, 1~ 4分别代表

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客观行为分数越高,表示生

活方式越健康;该部分 C ronbach 系数为 0. 91。第

二部分为主观评价, 包含 1个因子: 生活满意度; 4

点计分, 1~ 4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

意、非常满意, 分值越高,代表对生活越满意;该部分

C ronbach 系数为 0. 83。

1. 2. 2 Rosenberg自尊量表 ( The Se lf E steem Scale,

SES)
[ 14]  由 Rosenberg于 1965年编制,用以评定青

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 包括 10

个项目,分 4点计分, 其中项目 3、5、8、9和 10题为

反向计分。总分范围为 10~ 40分,分值越高, 表明

自尊程度越高;重测信度为 0. 85。

1. 2. 3 自编人口学信息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

别、年级、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农

村 )。

1. 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13. 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卡

方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的方法, 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不同地区、年级青少年在生活方式和满意度分
组上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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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的第一部分测量客观行

为,本研究以人数的 27%为界限将青少年分为客观

行为高分组和客观行为低分组。客观行为高分组即

表示青少年倾向于健康的生活方式, 低分组即表示

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相对不太健康。青少年生活方式

问卷的第二部分测量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以人数的

27%为界限将青少年分为满意度高分组和满意度低

分组。各组在客观行为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情况

见表 1。

结合考察客观行为和生活满意度,则青少年可

被分为 4组,即 1组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且满意度

高,共 2 057人, 占 56. 6% )、2组 (生活方式健康程

度低但满意度高,共 200人, 占 4. 5% )、3组 (生活

方式健康程度低且满意度低, 共 1 925 人, 占

43. 6% )、4组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但满意度低, 共

235人, 占 5. 3% )。

卡方检验考察不同地区青少年在各组的分布情

况, 存在显著差异 (
2

= 248. 93, P < 0. 01); 不同年

级青少年在各组的分布情况也存在显著差异 (
2

=

568. 53, P < 0. 01, 表 2)。大城市青少年、初中生在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且生活满意度高的组中所占比

例最高,而乡镇农村的青少年以及大学生在第 3组

所占比例最高,即生活方式健康程度低且生活满意

度低。

表 1 生活方式和满意度的分组和得分情况 ( x ∃ s )

Table 1 G roups of lifestyle and life sat isfact ion and the scores( x ∃ s )

H igh score group

n x ∃ s

M idd le score group

n x ∃ s

Low score group

n x ∃ s

T otal

n x ∃ s

Ob jective behavior 3 072 3. 45 ∃ 0. 19 4 888 2. 87 ∃ 0. 13 2 939 2. 52 ∃ 0. 19 10 899 2. 98 ∃ 0. 38

L ife satisfact ion 3 333 3. 24 ∃ 0. 41 6 999 2. 83 ∃ 0. 35 3 666 2. 53 ∃ 0. 41 10 899 2. 86 ∃ 0. 47

表 2 不同地区和年级青少年在不同生活方式和满意度类型上的分布

Tab le 2 The d istribut ion of adolescen ts of d ifferen t areas and grades in th e fou r groups
n (% )

Group 1 G roup 2 Group 3 G roup 4 T otal

B ig city 1011 ( 58. 9) 56( 3. 3 ) 532 ( 31. 0) 116( 6. 8 ) 1 715

M idd le/Sm all city 498 ( 44. 8) 49( 4. 4 ) 502 ( 45. 1) 63( 5. 7) 1 112

Rural areas 428 ( 31. 5) 81( 6. 0 ) 799 ( 58. 9) 49( 3. 6) 1 357

Jun ior m iddle schoo l 985 ( 61. 8) 100( 6. 3 ) 444 ( 27. 8 ) 65( 4. 1) 1 594

Sen ior m idd le school 838 ( 48. 5) 62( 3. 6 ) 695 ( 40. 3) 131( 7. 6 ) 1 726

College 234 ( 21. 3) 38( 3. 5 ) 786 ( 71. 6) 39( 3. 6) 1 097

  G roup 1, h igh levelof h ealthy lifestyle and h igh life sat isfact ion; Group 2, low level of healthy lifestyle but h igh life satisfaction; G roup 3, low level
of h ealthy l ifesty le and low life satisfaction; Group 4, h igh level of healthy lifestyle but low life sat is fact ion.

2. 2 生活方式、自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2. 2. 1 生活方式、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生活方式 (客观行为 )与自尊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472, P < 0. 01) ,与生活满

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636, P < 0. 01); 自尊

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r= 0. 450, P <

0. 01)。

2. 2. 2 生活方式、自尊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地区、性别、年龄的情况下, 以生活方式为

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进行自尊的中介效应

检验。第 1步,以生活方式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生活方式显著地预测了满意

度,解释了变异的 42. 5% ,  值达到显著水平。第 2

步, 以生活方式为自变量,自尊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 生活方式显著地预测了自尊,解释了 22. 9%的

变异,  值达到显著水平;再以自尊为自变量, 满意

度为因变量,回归分析显示自尊显著地预测了生活

满意度,解释了 25. 5%的变异。第 3步,以自尊、生

活方式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多元回归分

析发现,自尊和生活方式显著地预测了生活满意度,

解释了生活满意度 45. 6%的变异,它们的  值都达

到了显著水平。当自尊变量出现时, 生活方式对生

活满意度的解释量下降,  值由 0. 620变为 0. 522。

回归分析见表 3。通过路径图 1可以看到, 生活方

式不但会直接影响满意度, 也会通过自尊影响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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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活方式和自尊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3 Th e regress ion analys is of lifestyle, self esteem and life sat isfact ion

S tep
Dependent

variab les

Ind ependen t

variab les
B SE  t R 2 F

1 Satisfact ion Lifes tyle 0. 759 0. 009 0. 620 82. 462* 0. 425 1967. 040*

2 Self esteem Lifes tyle 5. 997 0. 107 0. 488 56. 018* 0. 229 789. 058*

Satisfact ion S elf esteem 0. 044 0. 001 0. 445 53. 109* 0. 255 911. 237*

3 Satisfact ion S elf esteem 0. 020 0. 001 0. 201 24. 679*

Lifes tyle 0. 639 0. 010 0. 522 62. 721*
0. 456 1785. 447*

  * P < 0. 001.

* P < 0. 01.

图 1 生活方式、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F igure 1 T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lifestyle, self esteem
and life sat is fact ion

 

3 讨论

3. 1 青少年生活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现状的地区差

异和年级差异

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生

活满意度也较高。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在各组的分布

情况不同:在大城市中, 有 58. 9%的青少年生活方

式健康程度高且生活满意度高,与其自身健康的客

观行为相匹配;而生活在乡镇农村的青少年,生活方

式健康程度低且生活满意度低的人占了大多数

( 58. 9% ),这说明乡镇农村的青少年在生活方式和

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情况上较大城市为差。此外,乡

镇农村的青少年生活方式健康程度低、满意度却高

的人所占的比例 ( 6. 0% )高于中小城市 ( 4. 4% )和

大城市 ( 3. 3% ) ,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但不满意的

人所占比例 ( 3. 6% )低于中小城市 ( 5. 7% )和大城

市 ( 6. 8% ), 提示不同地区的青少年即使在生活方

式处于同等水平的情况下, 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满意

程度也存在差异。这种在生活方式和满意度类型分

布上的差异也见于不同年级的青少年。初中生中,

生活方式健康程度高且满意度高的学生占全体初中

生的 61. 8%,而高中生和大学生中, 生活方式健康

程度高且满意度高的学生所占比例则下降为 48. 5%

和 21. 3%。在高中生中, 生活方式良好但不满意的

学生占 7. 6% , 高于初中生 ( 4. 1% )和大学生

( 3. 6% )。这可能是因为高中生的在校学习和生活

虽然规律,但学习压力较大导致其对生活的满意度

降低。另外,多数大学生 ( 71. 6% )的生活方式健康

程度低且生活满意度低, 这提示大学生在对自身生

活的健康管理上仍存在一定问题, 因此需加强对大

学生的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3. 2 生活方式、自尊以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现代社会节奏快、生活紧张、竞争激烈, 人们的

生活方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而可能造成生

理、心理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生活满意度是

个人依照自己选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

一定时期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 5 ]
。刘翌

[ 7]

对广州市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学习状况、睡眠状况、

住宿环境、人际关系等生活状况是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本研究中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睡眠状

况、卫生习惯、学习习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人际

关系、应对方式,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存

在显著正相关,且生活方式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

测作用。

另外,本研究还显示,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直接影

响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自尊间接影响满意度,自

尊在生活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首

先, 生活方式对自尊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生活方式越

健康,自尊水平越高。Y archeski等
[ 15 ]
对青少年的研

究发现,正性健康行为与自尊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姜丽萍
[ 16]
对上海市女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生活方式

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生活方式提高一个

等级,心理健康阳性症状出现的可能性下降 60. 4%。

张海芳等
[ 17]
对高中生的研究也发现生活方式对心

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 青少年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其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保障因素。青少年

时期作为发育第 2高峰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具有不稳定性及可塑性, 是良好

行为习惯建立和养成的关键时期
[ 18]

, 同时也是自尊

发展的关键期
[ 19 ]
。另外,青少年也具有动荡性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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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情感的冲动性,因此青少年也处于危险行为高发

阶段, 能否顺利渡过这个阶段对以后的生活具有重

大影响
[ 18]
。其次, 本研究也显示, 自尊水平越高,生

活满意度越大。孙莹等
[ 8]
发现,高自尊是中学生学

校生活满意度的保护性因素。对大学生的研究也发

现, 自尊是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

量
[ 20, 21 ]

。最后,由于生活方式通过影响自尊这一中

介变量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因此客观行为和主观

因素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中的作用均不容忽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仅考察青少年

生活方式的总体健康情况, 并未对每一个维度单独

考察, 而青少年生活方式不同维度的健康水平可能

对其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同影响。本研究还发

现生活方式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不匹配的现象, 即生

活方式健康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低, 或生活方式不

健康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高,今后应对这部分群体

进行特别考察,以深入了解青少年生活方式和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本研究

侧重于考察青少年中较为常见的客观行为,如饮食、

睡眠、学习等,并以此来划分生活方式健康与否,并

未涉及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些 ∀危害行为 #, 如吸烟、

饮酒、暴力行为等,将来需要对青少年的特殊行为和

生活方式进行考察, 以期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有更

加全面的了解。另外,除生活方式外,青少年所处的

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如人口密

度、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等, 也可能对其健康及生活

满意度造成影响,也应纳入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

入考察。

综上, 本研究结果对青少年生活方式的指导和

干预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操作中, 不仅要对青少

年进行健康行为、健康习惯的引导和教育,还要关注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另

外,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促进过程中也要考虑

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作用, 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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