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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与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的关系研究
刘倩

衡水学院，河北衡水，053000；

摘要：探讨社会支持与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的关系。以低年级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采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大学生美好生活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为 360 份，采用 spss 和 amoss 软件探究社会

支持与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的关系。研究发现如下：社会支持和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呈正向相关，社会支持

对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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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跨

越时空的普遍追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

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美好生活

的愿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

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大学生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创造是当代大学生需求的时代诠释。美好生活

有着深刻的价值指向，可以为处在人生重要路口的大学

生提供行动指南。现实中，随着科技和信息的迅速发展，

大学生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想与现实的

对比会影响学生三观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大学生群体思

想活跃，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望，但毕竟社会经

历少，辨别能力尚待提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需要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等的支持和教育，让大学

生群体“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

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所以，大学生美好生

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全

面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考和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生活及其现实世

界，以此为基础，为我们追求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消

灭异化的两个条件：“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与“人们的

普遍交往”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美好

生活的诉求体现在共产主义的图景之中，并且依托于自

由人的联合体，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指向更美好

的人类社会。这种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类实践和奋斗的

必然结果。对于新时代大学生来说，美好生活也不仅仅

是一种美丽的愿景，而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

奋斗方能实现的生活。

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是在现实的实践中与人们进行交往的过程中

去追求和实现。个体在追求的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和内

在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支持是个体生活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有密

切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社会支持对

大学生美好生活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河北省某高校大一大二

在校生为被试对象，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 370 份，回

收有效问卷36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其中男生 152

名（42%），女生 208 名（58%），大一年级 206 人（57%），

大二年级 154 人（43%）。

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美好生活评定量表

本研究采用邵华编制的大学生美好生活问卷，该问

卷有 18 道题目，包括环境宜居性、个体生命力、价值

体现等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对该问

卷进行信效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

的总体 Cronbach’sα系数为0.924。

（2）社会支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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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肖水源（1999）编制的社会评定量表。该量表

有 10个项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

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各维度得到

相加得出总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在国内使用广泛，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低年

级大学生，为适合低年级大学生的特点，删除了量表中

第 5条的 C选项，并请相关人员对量表的适当性进行了

判断，以保证量表内容的真实可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总体Cronbach’sα系数为 0.806，具有较高的信度。

（3）数据统计

用 SPSS 软件和 AMOSS 软件整理所得数据并对社会

支持与美好生活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和路径分析。

研究结果与分析

（4）描述性结果

表 1显示了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描述性统

计结果显示，本次调查的低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处在中

等偏下水平（平均数=2.892），美好生活处在中等偏上

水平（平均数=3.652）。整体而言，参与本次调查的 3

60 名低年级大学生的美好生活现状良好，但社会支持现

状有待提高。从标准差来看，所有变量标准差均小于 1，

说明数据离散程度较小。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注：资料来源为本研究整理

2.3 差异分析

（1）不同性别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探讨不同性别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美好生活及

其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性。其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

看见，男生和女生在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t=-2.629，p＜0.01），女生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

于男生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不同性别的学生在社会支持

整体量表以及其他两个维度和美好生活量表以及各个

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不同性别社会支持和美好生活的差异分析表 (N=360)

变量
男(n=152) 女(n=208)

t
M SD M SD

客观支持 2.840 .706 2.801 .713 .510

主观支持 3.058 .605 2.978 .550 1.310

社会支持的

利用度
2.570 .760 2.769 .670 -2.629*

*
社会支持 2.895 .518 2.889 .468 .118

环境宜居性 3.586 .734 3.524 .732 .803

个体生命力 3.864 .677 3.821 .640 .622

价值体现 3.569 .617 3.561 .583 .117

美好生活 3.672 .581 3.637 .544 .583

注：资料来源为本研究整理

（2）不同年级在各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探讨不同年级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美好生活及

其各维度之间的差异性。其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看见，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在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

存在显著差异（t=2.682，p＜0.01），一年级的社会支

持的利用度高于二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在个

体生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t=2.710，p＜0.01），

一年级学生的个体生命力高于二年级的学生。在美好生

活上存在显著差异（t=2.057，p＜0.5），一年级的美

好生活高于二年级的美好生活。不同年级的学生在社会

支持整体量表以及其他两个维度和美好生活的其他两

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不同年级社会支持和美好生活的差异分析表 (N=360)

变量
一年级(n=206) 二年级(n=154)

t
M SD M SD

客观支持 2.867 .668 2.751 .759 1.540

主观支持 3.008 .557 3.018 .599 -.163
社会支持的
利用度

2.772 .690 2.569 .733 2.682**

社会支持 2.921 . 466 2.852 .517 1.311

环境宜居性 3.603 .683 3.481 .791 1.572

个体生命力 3.921 .586 3.728 .725 2.710**

价值体现 3.593 .568 3.525 .633 1.079

美好生活 3.706 .514 3.580 .610 2.057*

注：资料来源为本研究整理

2.4 低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和美好生活的相关分

析

由表 4可以看出，低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美好生

活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515, p＜.01），因此低年级

大学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大学生的美好生活水平就越

高。

表 4 相关性分析表

相关性 社会支持 美好生活

社会支持 1 .515**

美好生活 .515** 1

注：*p＜.05 **p＜.01 ***p＜.001

变量 均值 标准偏差

社会支持 2.892 0.489

美好生活 3.652 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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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讨论与结果

3.1低年级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特点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360 名低年级大学生中，对

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方面，女生与男生有显著差异，

女生的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于男生的社会支持利用度。

这与成云的研究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在社会中依旧被认

为是弱势，且需要帮助的群体，在利用社会支持方面，

人们会女性更多的包容和方便，这样，女性在利用社会

支持时，不太会有 “思想包袱”。（2）低年级女大学

生受文化和现代舆论的影响，在遇到障碍后更倾向于寻

求帮助，获得支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愿意维系和

利用社会支持。

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维度上无

显著差异。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上，一年级大学生显

著高于二年级大学生，这说明一年级的学生更加善于利

用社会支持来实现自身生活。究其原因，可能原因是进

入大学的新生，从高中紧张单一的学习生活，转向丰富

的大学生活，他们想快速融入大学生活，具有获得和利

用社会支持的强烈需求，同时，又由于自身的“小白”

身份，也更加乐于获得家庭、朋友、学校和社会各方面

给予的支持，以便更好更快的进入和适应大学生活。

3.2 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状况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低年级大学生美好生活水平

均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在个体生

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得分高于二年级的得

分，同时，调查显示，大一学生的美好生活得分显著高

于大二学生的美好生活得分。究其原因，大一的学生对

大学生活充满向往，认为自己的个人生命力很高，整体

也比较积极性向上。大二学生经过一年的大学生活，社

会活动和社交娱乐等也逐渐展开，学生在开阔眼界的同

时，也会出现各种比较，在对比中，结果达不到预期，

就会出现对自我的怀疑，进而影响对美好生活的评价。

3.3 低年级学生社会支持对美好生活的影响作

用

本研究发现低年级学生社会支持对其美好生活有

显著正向影响。美好生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重要目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实现？这不仅仅关

乎个人志愿，而且从根本上倚赖于公民和社会、社会和

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大学生而言，根据本研

究，笔者提出一下研究建议：

首先，提高低年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校

应提供更便捷、更易获得的支持渠道，包括心理咨询服

务、社会工作者支持、在线支持平台等，帮助低年级学

生有效识别并高效获取和利用社会支持，以提高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实现。

其次，加强低年级学生美好生活观的教育。学生追

求美好生活，不应该仅仅涉及到物质方面，更应该关照

环境、个体与价值体现。加强低年级学生对美好生活观

的教育需要学校和教师共同努力，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

方式和资源，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

观，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健康成长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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