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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综述及展望
彭　腾　毛　雨　董　琦

（昭通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来自学业、就业、情感等方面的压力导致了各种心理问题的产生。根据心理学界一

些学者的研究，他们把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归结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其中，诸如家庭教育、家庭亲密度、家庭功能等家

庭因素被认为是造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当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成为近年心理学界研究的热

门课题。但是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理论层面，且只聚焦于单一方面因素对个体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而忽视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各方面共同

的作用研究，缺乏对改善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实践层面研究。本文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为下

一步具体地在大学生中开展更有实效的生命教育、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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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上，“生命意义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存在的目的

和意义。在心理学界，维克多·弗兰克尔首先提出“生命意义感”

这一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

既每个人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拥有需要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

命。区别于哲学问题中生命意义之普遍性，心理学家对“生命意

义感”的研究，更强调个体的“人”特殊的生命意义。

一、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概述

（一）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

在过往国内关于“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中，对象主要集中为

失独人员、医护工作者等特殊人群，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关注

较少。随着大学生心理问题和大学生轻生事件的频发，2010 年前

后，学界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这一问题。家

庭对于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影响巨大，因此对大学

生生命意义感中家庭因素的研究便显得更为重要。李旭、卢勤《大

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一文通过抽样调

查开展研究，认为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且生命意

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贾林祥、石春的研究从生命意义

的视角切入，认为大学生许多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源于生命意义的

缺失，因此，从生命意义的视角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将有助

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同时也可丰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内涵。以上两项研究都说明了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重要性，但是不仅是学界，即便是研究对象本身（大学生）和高

校对此这一问题的认识度也比较低。在刘雪珍的研究中，研究者

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与自编生命教育问卷，对桂西北大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桂西北大学生对生命意义有了初步认识，

但总体水平较低；学生对生命的认知愿望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存

在较大差距。这一阶段，国内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主

要是站在宏观的视角，大多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目

的在于凸显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二）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从 2014 年开始，国内学界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开始

经历“两个转向”，一是从宏观转向对具体影响大学生生命感因

素的研究；如周静在《重庆市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调查与干

预研究》中指出：在性别维度上，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

在不同年级维度上，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差异显著，甚至不同专业、

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也存在差异。文章试图

去探索造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具体因素，但缺乏进一步地

深入研究。二是从问题导向转为原因探究；在这一研究转向中，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影响开始被关注。根据篇名、

主题、关键词等不同类别，以“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为

检索词，对知网收录的所有中文文献进行了检索，整理出了 11 篇

学术期刊论文和 3 篇硕士学位论文（见表 1）。

表 1　相关研究的文献类型及发表年份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20 年 2021 年

学术期刊 2 1 1 7

硕士论文 1 2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 2014 年开始，此后的 6 年间，对于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的研究，起初速度较缓慢、力度也较小，

研究成果较少。到 2021 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仅

2021 年发表的相关学术期刊论文数量便等于前几年的总和。

2014 年，李旭、卢勤发表《大学生家庭因素对生命意义感及

自杀意向的影响》一文，认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

家庭是影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以及自杀意向的重要因素。同年，

李艳、何畏等人在《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

式、幸福感指数的相关性》一文中，通过量表和问卷调查得出结

论：母亲情感温暖不仅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通过幸福感指数、

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意味着学

术界开始意识到家庭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显著影响，并开始进

一步细化研究影响的方式和路径。

基于白艳巧 2016 年发表的硕士论文，魏艺铭、白艳巧于

2017 年发表题为《大学生家庭亲密度、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的

关系》的文章，该文的研究结论与李旭关于大学生家庭因素对于

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并且进一步提出自我和谐

在实际家庭亲密度、理想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之间均起到了部

分中介作用，即家庭亲密度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可以对大

学生生命意义感产生直接影响。   

2020 年，一共有 1 篇学术论文及 2 篇硕士论文发表，相关研

究在家庭因素这一大的方向上深入，聚焦于家庭功能、父母教养

方式，继续探讨家庭与大学生生命感之间的其他中介，并尝试将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来研究家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综合上述相关研究，截止至 2020 年，研究结果整理得出：母亲情

感温暖不仅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还通过幸福感指数、积极应对



158

Vol. 4 No. 7 2022

Education Forum

教育前沿

方式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自我和谐、心理资本等因素可作为中

介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作用。生命意义感当中的

拥有意义感子维度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间起到中介

作用。积极的教养方式通过生命意义感、核心自我评价的并行和

链式中介路径对无聊倾向产生影响。

到 2021 年，共发表 7 篇相关论文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和

发展，也从新视角开始了探索。林铮铮、黄琼的研究再次证实了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挖掘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

的中介，李秀雅、刘利华等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可以通过互惠性孝

道间接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刘丽娟发现了情绪调节策略在父

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将生命意

义感作为中介，孙洪礼探索得出生命意义感在家庭亲密度与自尊

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林国耀、周明慧等发现家庭支持可以通过

生命意义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韩引弟、陈红艳发表《家

庭功能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提出家庭功能与大学

生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有较强

的预测作用，突出表现在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从其他

视角切入，卢伊颖、薛颖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叙事既直接正向影

响生命意义感，又通过自我接纳间接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这表

明家庭叙事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使学生相信拥有计划

自己将来的能力，从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积极地看待自我的生

命意义和价值。

二、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特点和展

望

经过上文归纳梳理，总结得出：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

的家庭因素的研究，在内容方面，主要的特点是集中在对家庭和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研究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研究

两个方向。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研究方面，通

过回顾李艳、白艳巧、韩思羽、林铮铮等人的研究，整理得出：

自我和谐、心理资本、幸福感指数、积极应对方式、互惠性孝道、

情绪调节策略等因素可作为中介在家庭和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

发挥作用；在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研究方面，通过回顾袁雯雯、

王和琳、孙洪礼、林国耀等人的研究，整理得出：生命意义感可

以作为中介，在家庭与无聊倾向、心理健康、自尊、主观幸福感

等因素之间发挥作用。除此之外，也有不通过中介，直接对两者

关系进行探索的研究，如李旭和韩引弟的研究。还有少量从其他

视角切入的研究和探索，如家庭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应局限于家庭

亲密度、家庭功能、家庭教养方式等维度，也可以从家庭叙事这

一手段来发挥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使用量

表和问卷来分析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当前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的尚待深入

和扩展之处，首先在于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

不但与家庭功能这样的客观因素相关，而且与心理资本、应对方

式等个体主观因素相关，从刘轩、瞿晓理的《江苏青少年心理资

本与幸福感的关系：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一文可以得到

启示，个体的主客观因素是如何在家庭功能和生命意义感之间是

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此外，大多数研究偏重于

理论层面，缺乏对改善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实践层面研究。

在过往的相关研究中，已有人注意到应对方式是影响很多心理行

为的中介变量。根据现有研究提示，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是预测生

命意义感的重要内部变量，发展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帮助个体

解决问题，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进而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家庭 因素如何通过应对方式间接预测、调节个体的生命意义感的

实践研究对于探索提升生命意义感的途径也能提供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的成果是丰硕的，填补了之前的空白，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

清晰、更加具体。但也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开阔，研究趋向同质化，

缺乏特色和创新的问题。多数研究结束于理论成果的提出，未基

于理论成果提出具体可行、有针对性的建议，理论成果与教育实

际应用结合度低，应进一步梳理并推广研究成果；学者们专注各

自的研究，只顾着向前，未将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因而研究

深度提升缓慢，未能从全局上打开局面，论文众多但呈现出后劲

不足的趋势；此外研究方法上仍需进一步创新，未来研究应加强

生命意义感的实践研究和高质量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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