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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章丰慧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研究目的；对某大学中 185 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并对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性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方法：此次研究工具主要是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研究结果：当代大学生的主观

幸福感在以下两个变量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其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其二，家庭所在地，即城镇和农村。此外，当代

大学生在人际困扰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但是分量表的最终得分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性别、

年级变量等方面；人际困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了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其人际关系困扰水平的高低直接

决定着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两者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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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者来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都是他们最为重

视的研究课题之一，心理健康指数较高的人其主观幸福感也会较

高。主观幸福感主要是一个结合着自身的规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的整体评价，其代表的是一个人生活质量水平的高低。在埃里克森

所发表的人格发展理论中清楚的写道：大学时期的学生正处在人生

的青年时期，而该时期的关键任务就是发展自身的亲密感，避免出

现孤独感。大学生要想完成此项任务就必须要进行人际交往，但是，

由于当代大学生在急切的人际交往需求下，又没有相对完善的人际

交往知识，所以，人际交往困扰成为了众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并

且在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方面也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

国家在研究主观幸福感方面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而主观幸福感的

概念、相关理论以及量表制定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严重缺乏人

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在本文研究中，主要以当代大学

生为主要研究对象，了解了该群体中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实

际情况，并针对人际困扰对自身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从而为当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奠定良好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文中主要研究对象是某省份中的其中三个大学的 185 名大学

生，其中男女生的人数分别为 77 人和 108 人，共发放 200 份问卷，

在收回的问卷中，共有 185 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了 92.5％。 

1.2 调查工具 

此次研究的资料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的，其调查内容主

要有：其一，学生的综合情况；其二，人际关系困扰。在人际关系

困扰方面主要采用的是综合诊断量表。此量表的编制人为郑日昌，

量表内容主要涉及到了 4 个维度 28 个条目，如交际交友、交谈行

为、异性交往以及待人接物等，针对以上内容分别对个体在人与相

处中存在困扰及问题进行的测试[1]。量表主要采用的上五点计分法，

显示分数越高就代表着此人存在的人际交往困扰问题就越严重。其

三，主观幸福感：此量表的编制者为吉楠、李幼穗等人，同样也是

采用的五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此人的幸福感越强。 

1.3 调查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以班级为单位，通过流行病学的现况调查的方

法，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对学生进行无名调查，并按照统一要求

将完成的问卷现场收回。当然，在开展此次调查以前，相关人员需

要对被调查的学生进行其目的及意义等方面的解释，此过程需要班

主任及其他学科教师的回避，这样既可以消除学生的顾虑，又能确

保调查的可靠性。 

1.4 统计分析 

再将此次的调查表格输入到计算机之前，需要调查人员对那些

不合格或者未回到的问卷先行剔除，对有效问卷进行统一标号，最

终利用 Epidata3.02 软件创建出相应的数据库，对最终的调查数据结

果利用 SPSS16.0 进行分析。用 x2 对计数资料中的单因素进行检验[2]。 

2 结果 

2.1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 

从此次的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并没有存在较高水平的人际困

扰，但是，不同维度上的人际困扰程度却存在较大的差异。交际交

友困惑是此次调查中大学生最主要的困扰问题，仅次于它的是交谈

行为困惑与异性交往困惑。此外，大学生在待人接物方面所表现出

的困惑得分较低，具体见表 1. 

表 1 大学生人际困扰基本情况 

内容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排名 

交际交友困惑 0.00 7.00 2.1135 1 

交谈行为困惑 0.00 6.00 1.5568 2 

异性交往困惑 0.00 7.00 1.3514 3 

待人接物困惑 0.00 5.00 0.9676 4 

利用 t 对大学生人际困扰中的性别差异进行检验：男女生的异

性交往困惑和交际交友困惑在两个分量表上的得分表现出了非常

大差距。在交际交友方面，女生的困惑要明显高于男生；在异性交

往方面，男生的困惑要略高于女生；在待人接物方面，男生要的困

惑要比女生要很多。单从人际交往的总分来看，男生和女生的差异

不存在不统计意义，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在人际困扰方面的得分差异对比 

内容 男（n=77） 女（n=108） 

交谈行为困惑 1.73±1.51 1.44±1.41 

交际交友困惑 1.73±1.72 2.39±1.79 

待人接物困惑 1.26±1.45 0.76±0.81 

异性交往困惑 1.68±1.74 1.12±1.39 

注：与男生相比 P<0.05，p<0.001 

对人际困扰在大学阶段的不同年级中存在的差异进行检验，其

最终结果显示，在交谈交际困惑方面，大三学生的得分要高于其他

年级；在待人接物困扰中，大四学生的得分要明显高于其他年级段

的学生；在异性交往困扰方面，大四学生的得分是最高的，大三学

生的得分是最低的[3]。在人际交往的总分中，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得

分要比大一学生和大三学生的得分高很多。 

2.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就主观幸福感来讲，独生子女的得分要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

(t=2.787，P<0.05)，具体内容见表 3；就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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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大学生的得分要明显高于农村学生，具体数据内容见表 4. 

表 3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内容 独生子女

（n=53） 

非独生子女

（n=132） 

T 值 

主观幸福

感得分 

95.34±21.07 85.12±20.01 2.787 

表 4 城镇与农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内容 城镇学生（n=76） 农村学生（n=109） T 值 

主观幸福感

得分 

93.20±23.29 85.67±18.12 2.464 

2.3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在所有维度中都体现出了负相关

的关系。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人际交往中以下内容之间都是密切

相关，如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异性交往以及交谈交流，待人接物

等方面，并且不论是哪方面的困惑都会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足以证明，受到人际关系困扰的学生，消极

的情绪及体验感就会较高，具体数据内容见表 5。 

表 5 人际交往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值 

内容 

交谈

行为 

困惑 

交际交

友 

困惑 

待人接

物 

困惑 

异性交

往 

困惑 

人际总

分 

主观

幸福

感 

-0.414 -0.483 -0.323 -0.410 -0.546 

为了进一步证实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困扰程度对其主观幸福感

所带来的预测作用，在此次研究中将四个与人际困扰相关的量表作

为自变量，而因变量就是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得到，从最终的

考察结果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异性交往困惑与交际交友困惑

对其主观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度达到了 30％。从这一数据中可以看

出，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最大影响的预测因素就是异

性交往困惑和交际交友困惑，具体数据见表 6。 

3 讨论 

3.1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 

在此次研究中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不仅在性别方面存在较

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在年级方面也存在统计学差异。如果从社会学

层面分析，大学中男生的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缩放特点，然而，大

学阶段女生的人际关系就具有极强的固定性，一旦形成交往团体，

女生是不会轻易的退出或者重新加入的。如果从年级段来看，大三

学生在交流困惑中的得分要低于大一、大二、大四的学生[4]。就待

人接物困扰方面来讲，大学四年级学生的得分要比其他年级段的学

升高很多；在异性交往困惑方面，大四学生的得分时最高的，大三

学生的得分时最低的。从人际交往的总分上来看，大学四年级学生

的得分要比其他年级段学生的得分高很多。这一研究结果与甘雄等

人的研究结果是非常相似的，都在研究中指出，大学四年级学生在

待人接物中的困惑程度是最高的，此外，在异性交往方面，大四学

生的困惑也是最高的，这一点意味着之前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

化。 

3.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在独生子女这一变量中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在家庭所在地方面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从此次研究的

结果中可以看出，独生子女的的主观幸福感要比非独生子女的主观

幸福感高很多[5]。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可利用资源以及从

小的生长环境都要比非独生子女优越很多。就家庭所在地来看，来

自于城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要比来自于农村大学生的主观幸福

感的得分高很多。这一研究结果与郑日昌、张雯等人的研究结果极

为相似。总体来讲，来自于城镇的大学生，从内心深处都保持着一

份自信心，拥有较强的优越感和幸福感。而来自于农村的大学生在

自信心和优越感、幸福感方面与城镇大学生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差

距，而使其产生落差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对此，农村大

学生的幸福感也相对要低一些。 

3.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际困扰的关系 

在社会支持系统中，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其能够在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促使他们产生足够的

价值感、存在感以及安全感出，从而为大学生健康心态的维持起到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人际交往中一旦产生阔绕，不仅会使

人产生焦虑，同时还让会大学生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回归

分析表明，在当代大学生的人际困扰中，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

影响的两个因素为“交际交友困惑”和“异性交往困惑”，此外，

研究内容也证实了，要想让当代大学生具有较强的主观幸福感，就

必须要有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6]。 

结论 

通过对上文的分析后发现，要想让大学生形成较高水平的主观

幸福体验感，就需要为其创设一个积极且健康的人际交往氛围。此

次研究证实了具有较高水平的人际及交友及交谈能力的大学生，都

具有较高的积极情感，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较高，一般不

会产生消极情绪，此类学生的主观幸福体验感都非常高。所以，我

们要引导和鼓励当代大学生在校园及生活中，积极培养正确的同学

情感，形成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得到全

面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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