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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姚琳琳，龙汉武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
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并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

及婚恋、学校及专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而自尊、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社会支持是影

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已有的研究存在着样本代表性不强、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

研究内容不全面、结论相互矛盾等问题。今后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沿着创新研究

思路、拓宽研究路径、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的方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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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及人才竞争的日
益激烈，硕士研究生在择业、婚恋、生活、学习等方面

面临诸多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影响了

他们自我潜能的发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主观

幸福感，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

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本文拟对近５年我国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目的在于全

面把握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进展和不

足，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

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硕士

研究生健康成长，从而提升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

培养质量。

　　一、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概况

　　１．文献分布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全文”为检索项，以

“硕士研究生”和“主观幸福感”为检索词，采取“精

确匹配”方式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２００８年以来
的相关文献１３８７篇。根据相关性原则，选择其中
有代表性的３０篇文献进行分析。从文献资料的来

源看，在这３０篇文献中，期刊有２２篇，约占７３％；
硕士学位论文有８篇，约占２７％。从文献的年度分
布看，２００８年有４篇，约占１３％；２００９年有４篇，约
占１３％；２０１０年有８篇，约占２７％；２０１１年有８篇，
约占２７％；２０１２年有５篇，约占１７％。由此看出，近
５年来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

２．研究视角
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心理学视角对硕

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也有个别学者另辟

蹊径，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创新研究。例如《硕士

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１］从体

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硕士研究生的幸福

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来自湖南四所大学的

调查》［２］则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

学等多个视角进行研究。

３．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只有《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

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３］和《提升女研究

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４］运用了理论思辨的方

法，其余的都是实证研究，即从当地高校选择一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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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自编主观

幸福感量表进行研究。《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１］运用了访谈法、文献研究

法、心理测量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

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硕士

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

例》［５］则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沈阳某高校的硕士

研究生作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

４．研究思路
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有两种研

究思路：一种是先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实

证调查，然后通过归纳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得出

结论；另一种是通过理论思辨，直接探讨提高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如《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

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６］和《硕士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

究》［７］等，就是按照前一种思路进行研究的；而《当

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

析》［３］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４］

则按后一种思路进行研究。

　　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

主要内容

　　１．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研究
许德镇指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

的标准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体验的主观感受

和整体性的评估。它包含三个维度：积极情感、消极

情感和生活满意感。［６］冯翠仙认为：主观幸福感主

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

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

两个成分，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评价（即

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

极情感和消极情感。［８］黄钧裕等［９－１０］也给出了类似

的阐述。从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认

识基本趋于一致。

２．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王淑燕等［１１－１２］使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

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

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王玲玲等［１３－１４］认为硕士研究

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钱宇凤等［１５－１６］进

行实证研究，认为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较高。薛本洁［１７］以安徽省２所医学院校硕士研究
生为被试，得出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基本处

于中等水平以上。马金凤等［１８］通过研究发现新疆

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综合各

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

３．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及婚恋、学校及专

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

下方面。

（１）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王玲玲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一文中指出：硕士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女生的主观

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１３］这一研究结论与《硕

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

研究》［１９］《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

影响因素分析》［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分别来自城、乡的硕士研究生其主观幸福
感有明显差异。师保国等在《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

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１２］中指出，城市研究生幸

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研究生。而文献［１３］的结
论相反，认为农村生源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城市

生源的幸福感指数。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被试的取

样、施测的方法、被试的生活学习环境以及掩饰程度

等因素有关。

（３）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有较大
差异。许德镇［６］以上海市硕士研究生为被试，结果

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随年级的变化而变

化，研一学生幸福感最高，研三学生幸福感相对较

低；张宁［２０］在对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张明明［１９］认为，研

三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

（４）恋爱中的及生理健康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
较高。学者们普遍认为，恋爱中的硕士研究生主观

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单身者或者已婚者；另一些研

究表明，生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

感水平要高于生理健康状况欠佳的硕士研究生，如

《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

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２１］一文，对不同健康

状况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

一结论。可见，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其身心健

康关系很大。

（５）重点高校及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
高。《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

感关系研究》［１９］一文指出，９８５、２１１高校的硕士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文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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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硕士

研究生。然而王淑燕［１１］认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主

观幸福感水平稍微高于文科硕士研究生，两结论之

所以相悖，与他们选择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不同

有关。

４．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

果颇丰，大多研究者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

既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受个体心理特征的

影响。

（１）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
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很多。一是

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如《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

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７］《研究生主观幸

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１１］等研究表明，硕

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自尊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二是硕士研究生

的自我效能感。《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１３］

中指出：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指数、生活满意度、积

极情感这３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
情感这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三是硕士研

究生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程度不同的硕士研究

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自我和谐程度越高，主观

幸福感水平越强。《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

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２２］和《医学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

究》［１７］等文献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２）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
随着研究生教育开放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学校和学

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生获

得的社会支持。冯翠仙等［７，８，２３］研究认为：硕士研究

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

他们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另

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张明明［１９］选取湖

北省３所高校的４００名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研究
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就业压力呈

显著负相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随就业压力的

增加而降低。

５．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很多文献都涉及到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提升

策略问题，一般是从社会、学校、个人三个方面探讨

增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策略。

（１）社会积极引导，为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奠定基础。很多学者都积极提倡全社会一起

来关注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利用大

众传媒对自强不息的硕士研究生代表进行正面宣传

和报道，从而辐射到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引导他们

乐观向上，提升其心理素质。其次，大力发挥社会团

体的建设性作用，提供隐性的情感支持，从而使硕士

研究生个体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如

冯翠仙［８］认为，应建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系

统；董凤洁［２１］则提出了构建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

策略。

（２）学校高度重视，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硕

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感受力。学校可以多开办一

些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帮助他们解决

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困惑。另

外，学校可以结合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特点，开设专

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相辅相成，共同

促进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国内很多学者都

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当前女

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３］和

《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

系》［１２］等文献，分别强调要对硕士研究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苗元江等在《研究生幸

福感指数调查》中明确提出要面向研究生开办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１４］

二是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高硕士研究生的

主观幸福感水平。硕士研究生每天的学习、生活都

是在校园里进行的，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他们主

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

各项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硕士

研究生积极参与，从而丰富硕士研究生的业余生活，

让他们在宽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成

才。师保国等［１２］提出要为研究生建立宽松的校园

文化环境。苗元江等［１４］也提出要积极加强研究生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３）研究生积极主动，提升感受幸福的能力。
一是培养强健体格，为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奠定生理

基础。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投入

到学习和生活中去，才能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的挑战，

从而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打下坚实的

基础。《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１］和《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

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２１］都对研

究生身体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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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塑造健全人格，开发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内

部源泉。健全的人格是幸福的源泉。作为硕士研究

生，要想拥有健全的人格，就要勇于正视现实，积极

悦纳自己，正确地认知他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客

观冷静地面对一切挑战，进而收获丰盈的人生。

《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强调，女研

究生应该塑造良好的人格［４］。《医学研究生主观幸

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也提出医

学研究生要培养健康的人格。［１７］

三是提升综合素质，为主观幸福感提供动力保

障。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培

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要积极协助导师完

成科研项目。此外，还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

身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灵活应变能力

等，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一文呼吁医学

研究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提升综合素质，［１７］田丽

等［４］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生应该通过提升人际交

往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水平。

四是学会正确归因，提升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心

理机能。正确的归因方式，有助于硕士研究生客观

分析自己成功及失败的原因，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

从而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增强主观幸福感。《研

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

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一文提到：要想塑造正确

的归因方式，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归因风格，其次要形

成正确的自我概念，最后要形成积极的认知系统，如

此才能有效地感知幸福、体验幸福。［２１］

　　三、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的评价与建议

　　我国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发展方面

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样本的选择、测量工具的

使用、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是

实证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不强。纵观近 ５年的文
献，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在选择被试时，样本数量不

够，覆盖面不广，并且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地区，

带有很明显的地方性、区域性，致使研究结论不具有

普遍性，难以推广。二是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有

些研究照搬国外的量表，有些研究对自编量表未作

信度、效度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三是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如有的学者对硕士研究生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各影响因素之间交

互作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硕士

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方面，只提出了社会支持

和就业压力两个因素，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力

度、研究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对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

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探讨。鉴于此，对硕士研究生主

观幸福感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１．创新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
与其他研究相反，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

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而要从根本上

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有理论的指导。

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将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

的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不同

的视角探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形成机

理和提升途径，为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健康发展提供

理论支撑。

２．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还有不少空白地

带，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野，可以

对不同区域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

研究，可以就婚姻恋爱、人际交往、学业成就、科研能

力等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

究，可以全面探讨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

会原因等，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质量，使研究结论在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过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３．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一定要遵循

科学研究规范，尽量减少研究中的实质性错误，保证

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抽样的方法和样本

的容量要满足要求；不宜直接套用国外学者编制的

现成量表，而应该结合我国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的

特点进行修订，以适应研究的实际需要；自己编制的

问卷和量表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通过试测满足信

度和效度要求后施测；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要进行统

计检验和科学阐释等。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群体必

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

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问题，硕士研究生就能

不断增强抗压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在强有力的社会

支持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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