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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将所得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社会网

络资源及社会网络结构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不高，

社会网络资源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朋友对其心理状态具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规模对

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则不具备显著差异。而将社会网络资源与社会网络结构对学生的影响作用进行对比，网络资源对学生的

正向影响作用偏高。

社会网络；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到其个人的发
展，而且关乎到社会对人才的吸收。因此，本研究以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其进行心理状态调查，探讨社会网络对其心理健康是
否存在一定影响。由调查结果可知，社会网络资源对其心理健
康具有正向影响，而在社会网络结构维度，只有朋友及其亲属
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一定影响，与其交往人数的规模对其心理状
态未有显著影响 [1]。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心理上往往更依赖
朋友，应鼓励其加强与朋友的交流，并适当引进社会网络资源，
促进其心理防御机制的稳固建立，推动其对自身心理健康的维
护以及对自身心里状态的调节。

1、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步入
大学，在我国大学生数量中占据一定的比重。该群体的心理健
康状态对民族的大团结具有一定影响，对其自身建设及家庭关
系更是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应加强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重
视。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于西部地区，故而本研究主要是对西
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并从社会网络资
源及社会网络结构两个维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
明确社会网络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状态的作用 [2]。

2、文献综述

社会网络资源是指个体在网络上进行交流的社会资源。加
拿大学者 Basset 等人认为社会网络资源可对成年人具有一定
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结构主要是指网络交流成员之间的
联系。网络结构的不同性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
朱荟基等人认为社会网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正向的影响 [3]。

3、研究假设

3.1  社会网络资源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3.2  社会网络规模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具有促进作用。

3.3  网络朋友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具有正向影响。

4、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西南地区部分高校的少数民
族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问卷 670 份，回收率
为 95.7%，其中有效问卷为 650 份，有效概率为 97%，并从社

会网络资源及社会网络结构两个维度探讨其对西南地区少数民
族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

5、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17.0 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经 T、X2 检验，
P<0.05 表示临床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6、结果分析

6.1  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在样本中男生 400 人，占比 61.5%，女生

250 人，占比 38.5%，且调查对象中 580 人具有固定的异性朋友，
占比 89.2%。本研究采用的心理健康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共
计 70 分，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得分为 20.23，
标准差为 6.34，本研究的样本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偏低，心理
状态存在一定的亚健康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变量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400 61.5%

女 250 38.5%

有无异性固
定朋友

有 580 89.2%

无 70 10.8%

年级
大一 250 38.5%
大二 150 23.1%
大三 100 15.3%
大四 150 23.1%

户口 城市 200 30.8%
农村 450 69.2%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去年人均收入 8875.34 10340.26

社会网络资源 -5.89 0.8
网络规模 24.32 17.32

网络亲戚比例 0.23 0.18
网络朋友比例 0.18 0.14

因变量 心理健康分数 20.23 6.34

6.2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的方式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大学生

心理健康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将其分为三个回归模型，每个
回归模型的解释系数为 0.134、0.164 及 0.187。由表 2 可知，
本次调查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有男性，具备固定的异性朋友、农
村户口、样本在大二及大四的年级 [4]。根据模型 2 的结果可知，
社会网络资源对样本的心理健康状态具有正向影响。对于西南
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其拥有的网络资源越多，其心理状
态也就越积极，更易感知到生活的美好，其面对挫折的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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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强。根据模型 3 的结构可知，社会网络结构中朋友及对西
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一定影响，而网络规模对
其影响效果不大。

表 2 社会网络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男 1.786** 1.598** 1.756**

大二 -0.524*** 0.458*** 0.567**
大四 -1.689*** -1.435*** -1.498**

具备固定的异
性朋友 1.298** 1.365** 0.687**

农村户口 0.856*** 0.678*** 0.764***
网络资源 1.798**
网络规模 0.019
网络朋友 10.988***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

7、结论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探讨社会网络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
及作用，从两个维度社会网络资源及社会网络结构对其心理健
康的影响进行分析。由分析结果可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所得分数偏低，调查样本的心理状态具备一
定的亚健康性。与此同时，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资
源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社会
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规模对其心理健康状态不具备显著影响，朋
友因素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具有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社会网
络资源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正向影响作用较高 [5]。

首先，对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由中可知，社会网络资
源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假设 1 获得证实。对其成因进行探析，一是社会网络资源
具有较高的利用性，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可通过其对社会
阶层进行不同程度的接触，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与之建立一定的友好关系，在自身面对挫折或难题时，可
加强对此类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有效保障自身对恐惧的克服，
提升自身的问题解决概率及思维韧性，有效降低其负面情绪的
产生概率，如问题难以解决产生的焦虑感等，对自身心理状态
进行及时的维护，促进自身心理调节能力的提高。二是大学生
接触群体的增多，视野得到一定的拓宽，对自身具有较强的自
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手段对发生的问题予以解决，甚至
可以通过与网络成员进行合作，利用其资源进行问题的解决，
使其在面对挫折时游刃有余，心理状态十分平稳，易发现生活
中的美好，快乐地生活。

其次，在社会结构中网络的规模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具备显著影响，假设 2 不成立。究其根本，
主要是由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成员流动性不高，处于一种相
对封闭的状态，且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不高，可使用的资源
较为有限，可能对该地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未产生影响。

此外，朋友等因素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影响较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设 3 获得证实。我国人民
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是围绕较为
亲密的朋友等进行范围的扩大，朋友对个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不仅可以在其失落时对其进行疏导及鼓励，而且可以在其
面临难题时协助其进行问题的解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
受到自身民族信仰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排外心理，
在面对新环境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感及紧张感等，朋友的
鼓励对其来说十分重要，可有效提升其面对新环境的信心，促
进其心理健康程度的加深，降低其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

8、启示

通过本次研究，可发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心理状
态不仅受到其自身认知结构的制约，而且受到社会网络等因素
的影响。故而，应加强对其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其心理健康
水平的提升 [6]。

首先，应在国家的支持下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适
当的调整，促进其经济建设水平的提升，有效保障该地区居民
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的完善
性建设，为该地区的大学生提供较为丰富的社会环境及资源，
推动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其次，应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鼓励，促进其
与其他民族同学交流机会的增多，提升其开放性及包容性 [7]。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校园后，会深深感觉到不同风俗及文化
带来的冲击，生活环境的不同，与同学之间价值观及日常生活
习惯的不同，易导致其对不同民族的交往存在一定犹疑性，对
其交往的范围及主动性具有一定制约，甚至其在校园生活中对
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更倾向于与自身所在民族的同胞互通
有无，与本民族的校友做朋友。因此，学校可加强不同民族交
流活动的建设，为不同民族的学生建立一定的机会及平台进行
互相的了解，为其朋友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最后，应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亲密朋友的重视，
明确其朋友的重要地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具有较低的
流动性，较为亲密的朋友不仅与其具备相同的文化背景，而且
具有相同的生活经历，使得二者沟通交流的机会偏多，难度较
低，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加强对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鼓励，使其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朋友进行联系，如电
话、QQ 等。

另外，还应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
态的关注。部分西南地区相对封闭，受陈旧思想的荼毒较深，
认为应加强对男性的重视，对女性的个体意识较为忽略，不利
于女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其可分到的社会
资源与男性的相比较少，但仍需求承担较重的生活压力，可能
使其产生错误的认知，对自身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社会交往的
积极性不高，朋友圈的范围较为狭窄，朋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
的发挥，心理调节能力有所欠缺，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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