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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三者的关系。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

表（SCL-90）、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和自编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南昌市某3所大学中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进行施

测。结果：1、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及乐观性维度显著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

研究生；2、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两两显著相关；3、心理健康既直接预测生活满

意度 （β=-0.303，p<0.001），又通过心理弹性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 （β=-0.184，p<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9.3%。结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水平较低，且两两相关，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

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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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f post-

graduates with fam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Methods:Methods: The Symptom Checklist (SCL-90), the Mental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and the Self-mad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the family economically difficult graduate students in three universities in

Nanchang. Results:Results: 1.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optimism of postgraduates with fam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fam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2. The mental heal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f postgraduates with fam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3. Mental health not only di-

rectly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β = -0.303, p < 0.001),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β = -0.184, p < 0.001),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the total effect 39.3%. Conclusion: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

logical flexibility of graduat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re low and related too each other. The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f postgradu-

ates with fam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plays a partial role in ment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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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研究生人数极

速攀升。作为社会高层次文化水平、高素质的群

体，研究生不仅有着科研、就业、婚恋等硬需求，

还有着承担家庭经济和家庭责任等软需求。对于家

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来说，一方面，他们改变自身

命运的愿望更强，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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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资源获取上处于

弱势，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也使家庭经

济困难研究生比普通研究生背负着更重的精神和心

理压力。近年来，因研究生心理问题引起的严重社

会事件屡屡发生，如复旦研究生投毒案，南昌航空

大学宿舍腐尸案和南京师范大学命案等，引起百姓

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经调查发现，这些行为失范研

究生大多来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因此，家庭经

济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和人们的重视。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人对生活经历质量的认知评

价，是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它是衡量

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根据马斯洛

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

需求[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在这五个方面的需求

上均难有可靠保证，会产生自卑、自闭心理问题[3]。

一般而言，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的个体，他们的主观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较低[4]。心理弹性

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是个体面临压力、挫折、

创伤等生活逆境仍能有效适应的能力和特质[5]。以

往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更丰富的心

理资源，生活满意感更高[6]。同时，心理弹性高低

受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研究表明，当个体处

于一种高效、满意且持续的心理健康状态时，能够

充分发挥其身心潜能，心理弹性得到增强[7]。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解贫困研究生生活满意度

现状及相关因素，廓清该群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量化

规律，促进该群体健康成长，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心理健康和心理弹性

是影响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重要

预测变量，心理弹性可能是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间的中介变量，心理健康可能直接影响生活满意

度，也可能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本

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去探讨家庭经济困难

研究生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

系，为丰富研究生心理健康研究和提高研究生生活

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体抽样的方法，在南昌市某3所大学选取

若干研究生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

问卷740份，有效回收率为92.5%，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1.症状自评量表（SCL-90） [8]

采用王征宇修订的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共90个项目，量表共分为9个分量表，分别为躯体

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精神病性，是测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

重要工具，采用 5点计分法（从“1”代表“没有”

到“5”代表“严重”），得分越高，心理症状程度

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0.83。
2.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9]

采用国外心理学家Conner和Davidson 2003年编

制的心理弹性量表，一共有25个条目，采用国内学

者张建新、余肖楠的三维度分法：坚韧性、力量

性、乐观性，主要评定个体面临困难或处于逆境时

应对的能力。采用5点计分法（从“1”代表“从来

不”到“5”代表“一直如此”），得分越高心理弹

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为0.89。
3.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主要根据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自

编而成 [10] [11]，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学校、经济发展、

社会治安、交通状况、医疗服务、社会风气、文化

娱乐、环境卫生、社会关系等，是根据调查者对生

活的满意程度，采用6点计分法（从“1”代表“很

不满意”到“6”代表“非常满意”），得分越高生

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1。
（三）统计处理与共同方法偏差

使用 SPSS24.0 及插件 Process 对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和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相关

分析和回归分析。

表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检出率情况

项目

性别

独生子女

生源

婚恋情况

类别

男

女

是

否

城市

农村

单身

恋爱

已婚

人数

451
289
306
434
274
466
458
251
31

家庭经济困难

141
68
58

151
41

168
126
78
5

%
31.3
23.5
19.0
34.8
15.0
36.1
27.5
31.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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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检验，把三个量表的全部题目共同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情况下共提

取出24个主成分，最大的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

的 26.33%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所以，可以认

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二、结果

（一） 家庭经济是否困难与研究生心理健康、

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得分差异明显

通过对研究生的 SCL-90、生活满意和心理弹

性及各维度得分在家庭经济是否困难项目上进行差

异检验（见表2），结果发现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

在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及乐观性维度上得分显著

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p<0.05），在 SCL-90
总分得分上显著高于非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p<
0.05）。

（二）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健康、生活满

意度和心理弹性相关分析

通过对检出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

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得分进行 Pearson 积差

相关分析（见表3），结果发现各变量呈两两相关关

系，其中，心理健康得分与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

及各维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心理弹性得分和

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三）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弹性在心理健

康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生活满意度得分为因变量，以心理健康得分

为自变量，以心理弹性得分为中介变量，采用 3步

回归分析法考察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健康与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首先将各变量对应的数据进行中

心化处理以减少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第 1步

为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

数c；第2步为心理健康对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得

到路径系数a；第3步纳入中介变量心理弹性，作心

理健康与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得到

路径b和 c'。结果（见表4）：在第1步回归分析中，

心 理 健 康 得 分 显 著 负 向 预 测 生 活 满 意 度

（β=-0.303，p<0.001）；在第2步回归分析中，心理

健康得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 （β=-0.390，p<
0.001）；在第3步回归分析中，心理健康得分显著负

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184，p<0.001），心理弹

性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307，p<0.001），

且 c'显著（t=-5.047，p<0.05），说明心理弹性在心

表2 家庭经济是否困难与研究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得分的差异分析

项目

家庭经济困难

因子

是

否

t值

SCL-90总分

116.98±31.42
109.29±25.76

3.426*

生活满意度

53.53±8.61
56.64±9.25
-4.325***

心理弹性

95.73±16.39
98.32±14.57

-1.992*

力量性

31.86±5.16
32.65±4.81

-1.918

坚韧性

49.27±9.21
50.47±8.27

-1.642

乐观性

14.55±2.83
14.99±2.48

-1.979*
注: * 代表 p <0. 05，**代表 p <0. 01，***代表 p <0. 001，以下同。

表3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变量

生活满意度总分

scl-90总分

心理弹性总分

坚韧性

力量性

乐观性

生活满意度总分

1
-.303**
.379**
.364**
.370**
.312**

scl-90总分

1
-.390**
-.374**
-.395**
-.310**

心理弹性总分

1
.980**
.953**
.846**

坚韧性

1
.897**
.775**

力量性

1
.775**

乐观性

1
表4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

步骤

1（路径c）
2（路径a）
3（路径b）
（路径c'）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

预测变量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心理弹性

β
-0.303
-0.390
-0.184
0.307

SE
0.012
0.019
0.012
0.022

t
-8.649***

-11.501***
-5.047***
8.431***

R2

0.091
0.152
0.172

F
74.802***

132.278***
7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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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值 ab为-0.119 （ab=c-c'=-0.303+0.184），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为39.3%。

利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 Bias-Corrected
Bootstrap[12]程序对中介效应进行统计学检验：进行

抽样5000次，结果显示心理健康至生活满意度的间

接效应在 95%可信区间下为（-0.0546，-0.0274），

不包含 0，说明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在对中介

变量进行控制后，自变量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

直 接 效 应 在 95% 可 信 区 间 下 为

（-0.0846，-0.0372），不包含 0，也具有统计学意

义。因此证实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间

起中介效应，但并非是完全中介，而是部分中介。

三、讨论

（一）家庭经济是否困难与研究生心理健康水

平、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显著低于非家庭经

济困难研究生。这与梁瑞琼 [13]、周华 [14]、荆怀福 [15]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本次调查，家庭经济困

难研究生大多来自农村，为非独生子女，且处于单

身。究其原因，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容易把经济贫

困转化为心理压力，造成“心理贫困”，导致焦

虑、抑郁、自卑、敏感、强迫、人际交往紧张、自

我封闭等问题。与普通研究生相比，家庭经济困难

研究生多数来自于较贫困的农村，兄弟姐妹众多，

经济压力较大，他们期望通过努力来改变自身命运

的想法更强烈，由于经济物质条件的限制，他们需

要投入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当付出与回报没有成正

比时，他们会产生“社会不公”的想法，导致积极

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较低。另外，研究生正处于婚恋

年龄阶段，而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来说，遇

到心仪对象时，需要考虑婚恋成本问题，他们往往

会因为负担不起必要的花销而放弃。因此，相比普

通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负性经历更多，

消极悲观情绪更多，这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生活

满意度和心理弹性水平相对较低。

（二）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性的相

关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

心理弹性两两相关，心理健康得分（心理健康得分

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弹

性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

相关。这与刘启刚 [16]、吕红梅 [17]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弹性是生活满意度的有效

预测变量。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由于成长环境和家

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心理健康程度较低，当他们在碰到冲突或感到焦虑

时，容易将自身主观上的一些不良的思维、情感投

射到生活中，导致对他人的偏见和对生活的抱怨，

生活满意度较低[18]。

（三）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和生

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而且是起部分中介作用。

心理健康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通过

心理弹性来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这和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19]。心理健康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但是加

入心理弹性之后，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下

降，可见心理弹性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可以有效缓

解家庭经济困难带来的焦虑、抑郁、敏感心理影

响，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最小，从而提高个体的生活

满意度。这也启示学校和社会除了要给家庭经济困

难研究生一定的资助外，也要重视对他们的心理救

助，如通过对他们进行心理弹性系统的干预来提高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家庭经济

困难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心理弹

性及乐观性维度显著低于非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2）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两两相

关；心理健康得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弹性、生活满

意度得分，心理弹性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得

分。（3）心理弹性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因此，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作为一个

特殊群体，他们除了承担经济上的压力，还承受着

图1 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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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社会期待的压力，心理状况与普通学生存在较

大差异。对这一特殊群体心理健康的关注并做好相

关心理工作，不仅是维持高校稳定和建设和谐校园

的关键，更是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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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债务，有利于避免纠纷，减少矛盾。形成一种良好

的法律引导作用。但考虑当前夫妻债务制度还不完善，

结合夫妻经济状况和家事本身的隐蔽性，司法实务中

还需要承办法官根据庭审调查情况和证据运用自由心

证进行裁量，并不能一味苛责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的

举证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确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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