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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他们的价

值观、社交方式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情感导

向的文化消费方式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本研究还发现，社交和情感因素在文化消费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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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

及，中国青少年正面临着一个多样化和快速变化的文

化消费环境。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从传统媒体如阅

读和电视转向新兴的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数字化平

台，还表现在文化消费内容和方式上的多元化。

面对这一变革，探索当代中国青少年在这个新时

代背景下的文化消费方式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

体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不仅受到个人心

理状态的影响，还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与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文献综述 

2.1 主观幸福感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的概念随着学科的发展而逐

渐完善，成为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这一概

念涉及个体基于自身标准对生活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

价。

学者胡迪、康乐等（2023）在《主观幸福感研究

进展——以海外执勤队员为例》中，对主观幸福感进

行了深入的阐释。他们指出，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 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这也意

味着，主观幸福感的评估涉及到个体对生活事件的认

知和情感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如何影响个体对幸福的

整体评价。

2.2 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盖从阅读、观看电影到参加艺术活动等各种形式。

而以什么为标准分类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学界也有

不同的看法与讨论，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社会阶层、

兴趣爱好、文化背景都可以成为分类的依据，而综合

以上所有因素，本研究根据个体的导向和消费动机对

文化消费方式进行分类，主要包含以下 4类：

2.2.1 情感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

情感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包括音乐、电影和戏剧

等。研究发现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补偿心理下为满足

情感需求而向社会寻求情感支持（严标宾,郑雪,邱林，

2003)。据研究表明这些文化消费方式常常与情感愉悦

感相关，可以引发欢乐、悲伤、兴奋等情感反应（罗苏奇，

2023)。 

2.2.2 认知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

认知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包括文学、艺术、哲学

等。通常这些文化消费方式强调思考、理解和思辨，

通过此类文化消费方式通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

们对于事物的看法或认识，引发人们对于人事物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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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思考和考究。（沐小琳 &谷传华，2016）。

2.2.3 创意和参与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

包括参与性文化体验，如参与艺术创作、音乐演

奏、文化活动等。据研究发现这些文化消费方式与个

体的参与和创造力相关，可以增加自主性和创意满足

感。通过自己的参与和创作，年轻人可以获得成就感

和自我满足感（梁宁维 2021）。

2.2.4 社交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

包括参与文化活动、分享文化体验等。这些文化

消费方式强调社交互动和社会联系，可以增加社交满

足感。

不同文化消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

异。现学界研究通常聚焦于文化消费背后的理论和对

社会的整体影响，然而，对于个体层面上文化消费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有限。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和理解当代中

国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与文化消费方式之间的关系。

为了收集相关数据，通过微信等在社交媒体进行了电

子问卷调查。该问卷旨在了解青少年对不同文化消费

方式的选择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面，本研究参考了邢占军

教授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及迪纳教授 1984 年发布的 SWB 量表。结合研究对象群

体的特点，对这两个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以更准确地测量当代中国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

本次研究有效问卷数量为 982 份，其中女性占比

48%，男性占比 52%。参与者年龄范围为 10-24 岁，这

一年龄段能够较好地代表当代中国青少年群体。

4 研究分析 

4.1 文化消费习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如表 1 所示，78.3% 的受访

青少年认为其文化消费习惯对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主观幸福感指数大于等于 6）。这表明了文化消费

习惯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文化消费频率与主观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如表 2 所示，文化消费频率与主观幸福

感成正相关。频繁进行各类文化消费的青少年主观幸

福感明显高于那些文化消费频率较低的群体。

如图 1 所示，各类文化消费频率在 30 及以下的

受测人的主观幸福感远远低于频率更高的人们。同时，

可以发现图表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并且，主观幸福感

最强的人群进行文化消费的频率尤其高。文化消费的

频率可以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主观幸福感。

 4.2 不同文化消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剔除 24.73% 很少参与文化消费的数据后，如图

2 所示，进行各类文化消费的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主观

幸福感指数的平均值均在 7.04 至 7.42 间（其中 1 表

示无法获取幸福感，10 表示能够获取很多幸福感）。

在各类文化消费方式中，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确实存

在区别，但区别较小，极差为 0.38。

表 1平时能够在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幸福感打分

 数量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进行文化
消费的
主观
幸福感

1 29 3.0 3.0 3.0

2 15 1.5 1.5 4.5

3 24 2.4 2.4 6.9

4 22 2.2 2.2 9.1

5 124 12.6 12.6 21.6

6 94 9.6 9.6 31.3

7 149 15.2 15.2 46.4

8 223 22.7 22.7 69.1

9 78 7.9 7.9 77.1

10 225 22.9 22.9 100.0

     

总计 982 100.0 100.0  

表 2 主观幸福感与进行文化消费的频率的数据

 平时的文化消
费习惯的数量

在文化消费中
获得的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考量

平均值 .67 7.31 56.20

标准差 .470 2.270 18.470

总和 827 9020 69345

百
分
位
数

25 .00 6.00 45.00

50 1.00 8.00 56.00

75 1.00 9.00 69.00

图 1 主观幸福感与进行文化消费的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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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各类文化消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

其中情感导向的文化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

大。由图 3 可知，各类文化消费方式中，选择情感导

向的文化消费的人数最多，占比 42.14%，这些活动通

常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促进情感共享和社交互动，

从而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情感导向的文化消费方

式，例如音乐和电影，因其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和社交

互动，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相比之下，

认知导向和创意参与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虽然影响

程度较小，但也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正面贡献。

图 3 各类文化消费方式在受测者人群中被选择的比例

5 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代中国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与

其文化消费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

青少年认为文化消费习惯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

影响。其中，频繁参与文化活动的青少年展现出更高

的幸福感。此外，不同类型的文化消费方式对幸福感

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情感导向的文化消费方式对青

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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