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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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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株洲市４１９名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职大学
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显著相关；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而除冲动型问
题解决以外的四个维度可以显著地预测心理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在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完全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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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
社会性问题解决是一个应对过程，它是指社会情境中，个人或团体试图识别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特殊

问题并发现有效地解决方案的一种自我导向的认知－行为过程。幸福感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
感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取向。Ｃｏｒｅｙ等的研究表明两种幸福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两者在环境控制
和自我接受两个方面是部分重叠的［１］。国内研究者宛燕、郑雪等也构建了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关系的全模型［２］。

从２０世纪中叶至今，研究者发现了社会性问题解决与焦虑、担心、抑郁等负面情绪有很高的相关，
而与生活满意度有较高的相关，甚至推测社会性问题解决的水平可能决定了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水

平［３］，但关于社会性问题解决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

与两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对已有理论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将为提升高职大学生幸福感的实践提

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法，以株洲市３所高职院校学生４１９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１７１人，女生２４８人，大
一年级学生１８７人，大二年级学生１７６人，大三年级５６人，平均年龄为１８．９３岁。
２．２　方法

采用王菲（２００９）［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修订的Ｄ＇Ｚｕｒｉｌｌａ（１９９５）的社会性问题解决问卷（ＳＰＳＩ－Ｒ）评
定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共３２个项目。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５］评定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９；采用Ｒｙｆｆ的心理幸福感量表［６］，国内研究者表明其在中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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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７］。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４，分半信度系数（Ｇｕｔｔｍａｎ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分别为
０８８。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简单相关分析

首先考察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高职大

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中的积极问题解决倾向、理性问题解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各个维度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１），而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回避型问题解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各维度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Ｐ＜０．０１）。冲动型问题解决与心理幸福感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却与主观幸
福感指数相关不显著。同时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各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Ｐ＜０．０１）。
３．２　高职大学生幸福感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指数与心理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社会性问题解决的各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

行逐步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高职大学生幸福感对社会性问题解决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 Ｂｅｔａ ｔ Ｒ２ Ｆ

主观幸福感
积极问题解决倾向

消极问题解决倾向

０．２０

－０．１８

４．２１

－３．６７
０．０８

１８．１６

心理幸福感

理性问题解决

回避型问题解决

消极问题解决倾向

积极问题解决倾向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１９

６．２２

－６．６５

－５．３０

３．８３

０．５０ １０１．４０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高职大学生的积极问题解决倾向与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可以显著地预测大学生

主观幸福感指数；而理性问题解决、回避型问题解决、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积极问题解决倾向可以显著

地预测心理幸福感。

３．３　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在社会性问题解决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考察高职大学生是否会通过影响心理幸福感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结合上文中的相关分析和

回归分析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等人用的回归分析方法（Ｅｎｔｅｒ法）来检验中
介效应［８］。首先考察心理幸福感在积极问题解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心理幸福感在积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

由图１可看出，加入了心理幸福感之后，自变量（积极问题解决倾向）到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路
径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这说明心理幸福感在积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Ｊｕｄｄ和Ｋｅｎ
ｎｙ所定义的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４７．５４％（ａｂ／ｃ）。

其次，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心理幸福感在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其结构图如图２所示，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心理幸福感在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完
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６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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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心理幸福感在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

４　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中的积极问题解决倾向、理性问题解决与幸福感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回避型问题解决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冲动性问题解

决仅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 Ｃｈａｎｇ（２００３）、Ｅｌｌｉｔｔ（２００１）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即：社会性问题解决中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两种问题解决倾向与两种对应的情感存在显著相

关［９］。进一步地回归分析表明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可以正向／负向地预测大学生幸福感水平；理性
问题解决可以正向地预测心理幸福感；回避型问题解决则可以负向地预测心理幸福感。这一结果表明：

高职大学生越倾向于消极地解决问题，他体验到的幸福感就越低，反之亦然。个体越倾向于理智地解决

问题，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就越高，而越倾向于回避地解决问题，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就越低。相对来说，社

会性问题解决的四个维度（除冲动型问题解决）与心理幸福感关系更加密切，这可能与心理幸福感是从

人类全程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感有关。

其次，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心理幸福感在社会性问题解决的积极／消极问题解决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起着完全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表明社会性问题解决中的两种问题解决倾向可以通过影响心理幸福感

来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地丰富了社会性问题解决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与幸

福感的相关研究基本一致，即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因子之间存在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３］。从实

践角度来看，对高职大学生进行社会性问题解决倾向的训练，即引导他们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问题，一

方面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提高心理幸福感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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