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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旨在探讨大学生自尊、正性情绪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构建自尊、正性情绪与生命意
义感的中介模型。方法：采用自尊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对选取的２２３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施测。结果：（１）相较于自尊低分组，自尊高分组在正性情绪、生命意义感及其各维度得分显著更高。（２）自尊、
正性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两两正相关。（３）自尊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正性
情绪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３４．２％。结论：高校可以通过提升自尊和调节正性
情绪的途径增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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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尊是指个体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言行、维护

一定荣誉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自我意识倾向，是对自

我价值的肯定与接纳［１］。研究表明，一方面，个体

自尊越高越倾向于认同和肯定自己，自我评价明显

偏向积极方面，个体更能够接纳现有的状态与环

境，对他人与自身的不足偏向理解和宽容，尝试自

我改变，更容易获得优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

有利于生命意义建设［２］。另一方面，自尊对于个

体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资源，还与认知因素密切

关联。高自尊的人在认知上倾向于将事件结果与

自我相关，这样个体在事件活动过程中会付出较多

的努力，且可以轻松灵活应对突发性事件，对事件

的控制感使得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提高［３］。由此本

研究假设，大学生自尊能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水平。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意识到自我生命意义与目

标的程度，即对自己的生命是否有意义、生活是否

有目标的一种主观评价［４］。生命意义感对个体心

理健康起到关键保护性作用，在塑造心理健康、减

缓心理疾病、预测自杀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功

能［５］。生命意义感是个体维持和促进身心健康的

重要因素，面对逆境时人可以通过寻求生命意义感

来减少心理困扰，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持续地预测

心理健康，且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往往对应的生活

满意度也高［６－８］。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的个体容

易引发焦虑、抑郁等疾病以及产生自杀的念头，而

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人际关系更和谐，学习和工作

效率也更高［９］。近年来由于大学生健康教育大多

流于形式，尤其缺乏生命意义感教育，警示高校管

理工作者在不断提升大学生素质的同时也要重视

并加强生命意义感教育，因此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的探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正性情绪是一个有着多种成分的有意识过程，

它包括愉快体验及其引起的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

认知评价、特定的行为趋势，甚至生理的激活水平

等［１０］。正性情绪具有双重正向功能，即拓展功能

与建构功能：前者表现为个体通过正性情绪帮助自

身在短时间内延展心理资源范围和行动能力；后者

表现为个体在正性情绪的推动下积累更多的资源，

且这些资源将成为提高个体成功应对逆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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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源。以上两种功能可以帮助个体保持稳定

的心理状态［１１］。正性情绪与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

适应均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性情绪能够增强个体幸

福感，降低个体心理疾病的易感性，使个体在高压力

和消极体验的状况下可快速有效地恢复，对于外部

环境可以灵活多变地融入［１２－１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改变外界环境，帮助个体获得生命意义感，因而预测

正性情绪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有重要影响。

高自尊个体与低自尊个体相比在日常生活中

往往是充满自信，对于生活满意度高，相对容易获

得愉悦体验。Ｈｅｉｎｅ的意义维持模型假设自尊是
个体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指标，个体通过自尊而维持

其生命意义感［１４］。然而，在该模型中并未详细指

出自尊究竟通过何种机制维持个体生命意义感。

溯源相关研究，情绪加工是主观意义感重要检测指

标且独立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判断，所以预测

正性情绪在自尊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着类似纽带

的中介效应［１５］。

综合以上分析，自尊与正性情绪、生命意义感

两两正相关。因此，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对自

尊与正性情绪、生命意义感三者进行相关研究，进

一步检验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作用以及正性

情绪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可以为提高大学生生命

意义感的水平提供教育实效性对策，进而推动大学

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由“被动补救”转换为“主动

提升”，最终引领生命意义感教育实践。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以班级为单位，对福建省

某高校公共选修课四个班级的２２３名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为 ２０２份，有效率达
９０．１％。其中，男生、女生分别为６３和１３９人；年
龄１８～２３岁，平均（２０±０．９８）岁；正式调查前主
试向被试说明测试要求，交代指导语及保密原则

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研究工具

１．自尊量表（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Ｓｃａｌｅ，ＳＥＳ）［１６］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
修订的自尊量表。该量表包含“我觉得我有许多

优点”“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

者”“我做事可以做得和大多数人一样好”等１０个
条目。该量表采用“１”至“４”分别对应“非常符
合”到“很不符合”，其中第３、５、８、９、１０项目为反
向计分。个体在量表总得分越高，表明其评价越正

面，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０．８６。

２．正性负性情绪分量表（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ｃａｌｅ，ＰＡＮＡＳ）［１７］

采用沃森顿编制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正性

情绪分量表包含高兴、兴奋、热情、坚决、愉快、乐

观、自豪等十个项目。量表按照五级评分，“１”至
“５”分别对应于“轻微或没有”到“极强”。量表总
分越高代表个体正性状态持续时间越长。在本研究

中正性情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７０。
３．生命意义感量表（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Ｌｉｆｅ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ＬＱ）［１８］

采用Ｓｔｅｇｅｒ编制，王鑫强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
表，分为拥有意义（ＭＬＱ－Ｐ）和寻求意义（ＭＬＱ－
Ｓ）２个分量表，各５个题项，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７点记分，

从“１完全不符合”到“７完全符合”，在大学生群体
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

致性α系数均在０．７４以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０．７５。
（三）统计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所得数据整理后进行描述
统计、独立样本ｔ检验和积差相关分析。在此基础
上，使用 ＡＭＯＳ１７．０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进
一步通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模型有效性。

三、结果分析

（一）自尊高低分组正性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

比较

对所得样本自尊得分按照从高分至低分的降

序排列，分别将前２７％和后２７％的个体设定为自
尊高分组和自尊低分组。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比

较自尊高分组、低分组在正性情绪得分、生命意义

感总分及拥有意义得分、寻求意义得分上的差异。

有关结果见表１，从表中可以看出，相较于自
尊低分组，自尊高分组在正性情绪得分、拥有意义

得分、寻求意义得分、生命意义感总分上更高。这

说明自尊高分组有着较高的正性情绪，相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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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感也更强。

表１　自尊依赖高低分组在正性情绪和生命意义
感上的差异比较（Ｍ±ＳＤ）

自尊高分组

（ｎ＝５５）
自尊低分组

（ｎ＝５５）
ｔ

正性情绪 ２９．８８±５．５２ ２６．７３±６．６０ ２．９５

拥有意义 ２４．６８±４．２９ ２３．２２±４．６２ １．８８

寻求意义 ２０．１８±４．１０ １８．２２±３．２９ ３．１３

生命意义感 ４４．８６±７．４９ ４１．４５±７．２４ ２．７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二）自尊、正性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描述性统

计及相关分析

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积差相关得出，自尊总分与正性
情绪得分存在正相关；自尊总分与生命意义感得分

呈显著正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２。由
此可知，自尊、正性情绪和生命意义感之间三者存

在密切联系。

表２　自尊、正性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１自尊 ２正性情绪 ３生命意义感 ４拥有意义 ５寻求意义

１自尊 １．０００

２正性情绪 ． １．０００

３生命意义感 ．２４５ ． １．０００

４拥有意义 ．１７２ ． ．９２８ １．０００

５寻求意义 ．２８５ ． ．９０１ ．６７５ １．０００

Ｍ±ＳＤ ２９．００±３．４０ ２８．２３±６．３０ ４３．３１±７．３２ ２４．１２±４．３１ １９．１９±３．６８

　　（三）正性情绪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
介效应分析

以自尊、生命意义感为预测变量和被预测变

量，以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所假设的各变量的关系进行模型建构。模型拟合

结果为：χ２／ｄｆ＝０．２８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００，ＧＦＩ＝
０．９９９，ＡＧＦＩ＝０．９９３，ＮＦＩ＝０．９９９，ＣＦＩ＝１．０００，
ＩＦＩ＝１．００４。其中，χ２／ｄｆ是模型和数据的拟合值，
其数值越小越好。模型和数据拟合的一般公认标

准是（χ２／ｄｆ）＜５。此外，由于样本量的大小很容易
影响χ２／ｄｆ的值，当样本量较大的情况下，假设模
型较易被拒绝。至此应参照其他拟合指标来对模

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最终得到模型的其他拟合

指标均较为理想。这表明数据与所建模型的拟合

度是较为一致的，对假设模型可以接受。从图１可
以看出，自尊对正性情绪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效

应，正性情绪对生命意义感也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

效应，且自尊对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效

应。据此，积极情绪在大学生自尊对生命意义感的

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图１　自尊、正性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模型

在此基础上，运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抽取５０００样

本量，设置９５％可信区间对中介作用的有效性进
行估计和检验，结果见表４，自尊直接作用于生命
意义感的效果量的置信区间不包括０，自尊通过正
性情绪作用于生命意义感的效果量的置信区间同

样不包括０，这样间接通径均达到显著水平。这说
明，正性情绪在自尊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中发挥部

分中介效应。其中，总效应可信区间范围为

［０．１７５，０．４５９］，直接效应区间为［０．０８２，０．３３５］，
间接效应区间为［０．０５１，０．１８３］，中介效应为
０．１０８，总效应为 ０．３１６，间接效应所占比例为
３４．２％。即自尊作用于生命意义的效应有３４．２％
是通过正性情绪这个变量所起的作用，上述结果进

一步验证，正性情绪在自尊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

表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通径 效应量 ９５％ＣＩ

自尊→正性情绪→生命意义感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１，０．１８３］

自尊→生命意义感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２，０．３３５］

四、讨论

本研究得出自尊对生命意义感有着正向预测

作用。高自尊的人往往会积极探索生命意义，在生

活中会较为主动展现自己的能力，通过完成任务进

一步肯定自我价值，并且个体在完成任务后会促进

愉悦感的体验，在日后的任务中偏向于主动展现自

我能力，通过完成任务增强生命意义感，进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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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１９］。此外，相关研究发现自尊对心理韧

性、正性应对方式为正相关［２０］。个体的自尊越高，

则个体的心理韧性越强、会有效解决问题，提高自

我效能感，而自我效能感会使个体在生活中逐渐形

成对生命意义的正向态度。再次证明本研究结果，

自尊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发现，正性情绪在

大学生自尊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自尊高分者的正性情绪得分高于自尊低

分者，即自尊高分者个体正性情绪更高。一方面，

自尊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自尊主要由自我价值

和自我信心基本成分构成，较高的自尊水平能够促

进个体积极适应的结果，提升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

水平，使情绪处于或保持较高的积极状态［２１］。另

一方面，高水平正性情绪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命意

义感。当正性情绪水平较高时，个体能够以正确的

心理状态面对世界的快速变化，且会对现实生活产

生兴趣，从而促进个体的活动，使其追求自我发展

的意愿上升，找寻到生命意义，则其生命意义感和

满足感也会随之上升［２２］。正性情绪水平高的个体

认知边界更宽阔，能够较为容易地调动各种心理资

源使得其心理灵活性更好，他们更容易正向思考，

对自我接纳的程度更高，自我认知和定位更加积极

乐观，他们更容易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同时对

于自我生命意义的探求和定义会更多元、客观且可

调整，他们有着明确的追求目标，生命意义感油然

而生［２３］。从总体上看，正性情绪在自尊与生命意

义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成为自尊影响大学

生生命意义感的纽带。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

尊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有着直接的正向预测效应，

正性情绪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以上结

论为自尊和正性情绪应用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提

供了可行的思路。一方面，根据研究发现，通过寻

找、应用大学生的优势可以显著而持久地提升正性

情绪，因此对于正性情绪较低的大学生，高校可采

用多元化评价指标，提供多样的表现机会，引导

其主动寻找、使用、发展自己的优势。在心理健康

教育方面加强情绪健康管理，通过一些可操作的训

练手段提高或修正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增强其情

绪弹性，优化学生的情绪结构，改善学生的情绪体

验状态，从而获得更多的正性情绪体验。另一方

面，对于低自尊水平的大学生，高校可将自尊教育

有机融入日常的教学计划，通过小组讨论、心理情

景剧等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其内化能力，有针对性地

解决大学生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构建

并完善心理干预机制，抓住关键时机做好心理辅导

工作。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正性情绪

水平，最终促使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稳步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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