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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个人目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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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为了考察贫困大学生个人目标

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1 以 130 名贫困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相关研究法探讨个人目标对个体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 2 通过提供目标榜样，检验提升个人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

明，个人目标的各维度与其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 提升个体个人目标，能够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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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尽管世界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但贫困问题仍然

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贫穷极大地妨碍
了个体所体会到的幸福和社会的公正。一些研究表
明，穷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普通人( e． g． ，徐富
明等，2017) 。同时，大范围取样的社会调查也证实
了这一点，如杨青松等( 2016 ) 对湖南、贵州和云南
三个省份的调查研究显示，经济水平是制约留守农
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与非贫困留守农民相比，

贫困留守农民体验到更低的希望感和生活满意度。
贫困容易使人精神消沉，导致心境压抑、攻击性增强
和过度紧张等心理疾患( Tampubolon ＆ Hanandita，
2014; 杨洋，孙铃，张红川，黄四林，朱晓，2018 ) 。贫
困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社会各界给予关注。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健
康问题中的积极指标，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时成为
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观幸福感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
能与适应状态，是衡量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
( Diener ＆ Ｒyan，2009; Diener，Oishi，＆ Lucas，
2015) ，它是指个体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总体的情绪
健康状态的认知，是评价者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
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Diener，1984; Diener ＆ Lucas，
2000) ，并且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的特
点。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
感体 验 以 及 生 活 满 意 感 组 成 ( Busseri ＆ Sadava，
2013; Diener，1999 ) 。以往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健
康以及人际关系都与主观幸福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 Diener ＆ Ｒyan，2009; Sun，Chen，Johannesson，Kind，
＆ Burstrm，2016 ) 。鉴于贫困群体经济收入低、身
体健康状况更差，这种状况下，如何提高贫困群体幸

福感呢?
Emmons( 1986) 曾经指出，拥有有意义的生活目

标并朝向它( 它们) 前进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先决
条件，个体目标的各种特征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的
影响; Cantor 和 Sanderson ( 1999 ) 也认为，个体向目
标接近的方式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 1984)

在他的目标理论( Telic Theory) 中提出: 需要的满足
和目标的实现与否会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目标作为情感系统的重要参照标准，它能影响个体
的情绪、主观愿望和快乐程度。因此，对贫困群体来
说，个人目标的水平可能会对提升幸福感有一定的
作用。依据前人的研究( 张钊，2007 ) ，可以将个人
目标( personal goal) 定义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
选择有意义的事件并付诸行动的整个行为，并包含
目标承 诺、实 现 可 能 性、目 标 投 入 和 目 标 进 展 等
维度。

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个人目标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观点，如研究发现: 个人计划或者个人奋斗的意义
感、效能、支 持 度 的 增 加 会 对 个 体 产 生 积 极 影 响
( Cheung，2016) 。另外，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来看，

许多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是目标性的，这
些理论普遍认为需要、目标或愿望实现与否与主观
幸福感高低相关( Klug ＆ Maier，2015 ) 。还有一些
学者强调目标的情感属性，认为朝向目标的行动以
及目标的最终实现会伴随积极情感体验，而目标缺
失或难 以 实 现 则 带 来 消 极 情 感 体 验 ( Au et al． ，
2019) 。另外，个体拥有的目标的种类、结构、努力
过程以及目标的实现与否都能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 Diener，1999; Klug ＆ Maier，2015) 。

总结以上这些研究可以发现: 个人目标与主观

* 通讯作者: 郭永玉，E － mail: yyguo@ njnu． edu． cn。



幸福感密切相关。当幸福的物质资源缺失的时候，

个体的个人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变得更加
重要。由此，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关注他们的个人目
标，可能是改善其主观幸福感的一种策略。而贫困
大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贫困群体，如何提升他们的
心理健康以及幸福感水平受到了许多国内研究者的
关注( 臧运洪，杨静，伍麟，2017; 张梅，孙冬青，辛自
强，黄四林，2018) ，此外，大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较
为单纯，可以相对较好的排除教育水平、收入等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因此研究选取贫困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的个人目标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检验能否通过提高个体个
人目标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其中主要假
设有:

H1: 个人目标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个人目
标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有显著预测力。

H2: 在提供目标榜样后，提高个人目标水平，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2 研究 1
2． 1 被试

在武汉地区高校的贫困生助学名单中选取符合
条件的贫困生( 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 2350 元) ，发
放问卷 1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 4%。其中男生 70 名，女生 54 名。平均年龄为
22． 03 岁。
2． 2 测量工具

2． 2． 1 个人目标的测量
采用我国研究者张钊( 2007 ) 改编的个人目标

问卷。问卷包括四个因子、15 个题项。其中四个因
子分别是: 实现可能，含项目 10、12、13、15; 目标承
诺，含项目 1、2、6、7; 目标投入，含项目 3、4、5、14; 目
标进展，含项目 8、9、11。其中实现可能性项目分数
越大表示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小，难度越大。另外，

第 5、10、13 题 为 反 向 记 分 题。量 表 的 α 系 数 为
0. 85。
2． 2． 2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参考以往研究( 叶为锋，卢家楣，刘啸莳，吴燕
霞，2019) ，使用情感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
主观满意度进行测量，并将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
活满意度作为主观满意度的三个独立维度进行结果
分析。

情感体验量表采用杨慧芳和郭永玉( 2008 ) 修
订的 Diener 等( 1995) 的情感体验量表，测量被试的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测量时让被试对高

兴、自豪、喜爱、满足四个积极形容词和悲伤、害怕、
愧疚、愤怒四个消极形容词按照自己过去一个月内
的亲身体验的符合程度进行等级评定，从 1 ( 从未)

到 7( 总是) 7 点计分。积极情感维度的 α 系数为
0. 73，消极情感维度的 α 系数为 0. 78。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采用研究者 Diener 和 Em-
mons( 1985) 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SWLS) ，它
由 5 个题目组成，要求被试对他们的总体生活满意
度做出主观评价。7 点计分，从“1”代表“完全不同
意”到“7”代表“完全同意”。以往研究表明，量表有
着很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其重测信度以及效标效
度都很 高 ( Magnus，Diener，Fujita，＆ Pavot，1993 ) 。
量表的 α 系数为 0. 80。
2． 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首先通过校勤工俭学处获得所选院系贫困生名
单，为避免此研究对贫困生产生消极心理影响，故采
用双盲设计，通过年级辅导员发放问卷，当场回收。
主试首先进行问卷填写的说明( 指导语) ，被试在填
好个人基本信息之后，随后进行个人目标的测量，并
指导其完成情绪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

数据在 SPSS 17. 0 中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
回归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
2． 4 结果

2． 4． 1 共同方法偏差与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根据相关建议( 周浩，龙

立荣，2004) ，研究从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应控制，如
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部分条目使用反向题等。
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共 有 9 个，且 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的 变 异 量 为
13. 73%，小 于 40% 的 临 界 标 准。此 外，还 使 用
Mplus7. 0 软件对个人奋斗、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 3
个构念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将拟合指数与单因
子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
数明显好于单因子模型。以上结果都表明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4． 2 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目标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将目
标承诺、目标投入、实现可能、目标进展这四个维度
代入回归方程，分别做这四个维度对积极情感、消极
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所得各项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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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人奋斗各维度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生活满意度

β Ｒ2 β Ｒ2 β Ｒ2

总方程 0． 49 0． 35 0． 32
目标承诺 0． 163＊＊ － 0． 161* 0． 172＊＊

目标投入 0． 171＊＊ － 0． 295＊＊＊ 0． 258＊＊

实现可能 0． 389＊＊＊ － 0． 221＊＊ 0． 190＊＊

目标进展 0． 240＊＊ － 0． 173* 0． 206＊＊

F 28． 763＊＊＊ 15． 776＊＊＊ 14． 194＊＊＊

由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情
感指标，还是采用生活满意度指标，个体的目标承
诺、目标投入、实现可能以及目标进展均能显著预测
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由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3 研究 2

研究 1 发现贫困大学生的个人目标对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能否通过提升贫困大学生
的个人目标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呢? 研究 2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验情境的方法，考察在提供
目标奋斗榜样的情境下，改变个体个人奋斗各维度
水平，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3． 1 被试取样

随机选择武汉地区高校符合条件的贫困生 80
名( 选择标准同研究 1) ，其中 40 名作为实验组，40

名作为控制组。被试年龄在 19 岁 ～ 24 岁之间，平
均年龄为 21. 08 岁。
3． 2 实验材料与程序

问卷发放之前，先组织同学观看录像，实验组观
看内容为洪战辉的事迹访谈( 选自中央电视台东方
时空节目录像) ，控制组观看农作物培养的录像资
料。录像结束后引导被试对录像内容进行讨论，时
间约为 8 分钟。最后让被试完成个人目标量表、情
绪体验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所用量表同研
究 1。
3． 3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实验材料影响个人目标的效果进行操作
性检验，即对两组被试的个人目标各个维度的差异
进行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组控制组个人目标差异检验表

变量
实验组 控制组 两组对比

M SD M SD t p d
1 目标承诺 22． 65 3． 63 19． 78 3． 65 3． 53 0． 000 0． 22
2 目标投入 19． 28 2． 62 18． 43 3． 22 1． 28 0． 25 0． 10
3 实现可能 17． 23 2． 72 15． 30 2． 62 3． 23 0． 000 0． 27
4 目标进展 13． 05 2． 71 11． 20 3． 14 2． 82 0． 006 0． 22

从表 2 的结果可知: 在目标承诺、实现可能以及
目标进展的得分上，实验组的分数与控制组的分数
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实验组的分数是显著地高于
控制组的; 在目标投入的得分上，实验组的分数与控

制组的分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此结果表明，

视频材料能够暂时提高个体的个人奋斗水平。
接下来，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进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实验组控制组主观幸福感差异检验表

变量
实验组 控制组 两组对比

M SD M SD t p d
1 积极情绪 17． 30 3． 41 14． 13 2． 61 4． 67 0． 000 0． 34
2 消极情绪 10． 83 2． 87 12． 55 3． 08 2． 58 0． 015 0． 19
3 生活满意度 17． 58 3． 89 15． 78 3． 13 2． 28 0． 030 0． 14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积极情感的得分上，

实验组的分数与控制组的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差
异，实验组的分数显著高于控制组; 在消极情感的得
分上，实验组的分数与控制组的分数之间存在显著
的差异，实验组分数显著低于控制组( d = 0. 19 ) ; 在
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上，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存在显
著的差 异，实 验 组 的 分 数 显 著 高 于 控 制 组 ( d =

0. 14) 。由此结果可知，提高个体的个人目标水平
后，对幸福感的最大的影响是对积极情绪的提高上
( d1 = 0. 34 ＞ d2 = 0. 19 ＞ d3 = 0. 14) 。

综上所述，在提供目标奋斗榜样的情境下，实验
参与者在个人目标上得分高，其在主观幸福感的积
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上也更高，支
持了实验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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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贫困既能锻炼人

也可能毁灭人。研究探讨了贫困大学生的个人奋斗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个人目标可以显著预测贫困大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首先，目标承诺、目标投入、实
现可能、目标进展能够显著预测贫困大学生的情感
体验，当贫困大学生有明确的目标、并打算为之努力
的时候，会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反之，没有明确
的目标或者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太低时，则会更多地
体验到消极情绪，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如
Cantor 和 Sanderson( 1999 ) 的研究发现对目标的承
诺有助于维持个体在逆境中的幸福感。贫困群体拥
有的客观资源更少，在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Steger，Kashdan 和 Oishi( 2008) 的研究也发现，不断
追求自身完善的个体会有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生
活意义感以及生活满意度，并因而有更高的幸福感。
因此，对目标的承诺可能是维持贫困大学生生活意
义感的重要途径。其次，目标承诺、目标投入、实现
可能、目标进展能够显著预测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满
意度。严标宾、郑雪和邱林( 2003 ) 的研究也曾经发
现，大学生的内部价值如自我目标的实现、学习能力
的提升等都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关系。

同时，研究 2 通过实验情境的方法，改变个体的
个人目标水平，发现当个体的目标承诺、实现可能、
目标进展改善时，主观幸福感也会提高( 暂时性的
提高个人目标水平，提高的是个人幸福感中的积极
情绪成分)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贫困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基本上都是采用相关
法，静态地探讨了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 Magnus，
Diener，＆ Fujita，1993; Lucas ＆ Diener，2015 ) 、自尊
( 李玲，刘亚，2013; 耿晓伟，郑全全，2008 ) 、家庭教
养方式以及社会支持( 张志涛，王敬群，刘芬，2012 )

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杨慧芳和郭永玉( 2008 ) 曾经
提出，可以从“静止”层面和“流变”层面研究个体的
主观幸福感，并同时考虑了人格特质和个人奋斗对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与其一致，但更进一
步地发现了个人目标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
系。因此，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建立积极合理的目
标并朝着目标努力是使自身体验到意义感、幸福感
的有效途径。
5 结论

个人目标能够显著预测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通过提升贫困大学生的个人目标水平，可以提
高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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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ersonal Goal on SWB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Chen Yaoyuan1，Li Kai2，Huang Lei3，Guo Yongyu2

(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ty，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ogan 432000;

2． School of Psychology，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

3． School of Psych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mental health is a major research topic in psychology．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keep an eye on how to protect the poor from some mental ill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sychology，subjective well － being
became a more useful indicator of ment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of SWB，personal goal has direct influences on how individu-
als action，and feelings in daily works．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goal and components of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In Study 1，three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Personal Goal，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Mood Forms were employed in a sample of 124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s． The results of study1 demonstrated that the 4 dimensions
of personal goal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WB． Based on study 1，Study 2 used experimental method，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goal commitment，probability of success and attainability，and subse-
quently，higher score in SWB． Taken together，the whole study suggested that: ( 1) Personal goal can predict one’s SWB． ( 2) When we
change the personal goal of the impoverished，their subjective well － being can be changed．
Key words: impoverished undergraduate; personal goal; subjective well －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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