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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教育研究

李力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河南郑州  450042

[ 摘  要 ] 本文通过分析大学生群体在当今时代下对于幸福感的认知情况，对幸福感的涵义和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因素进行讨论，明

确了树立正确的三观才能有正确幸福感的观点，并且就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较为浅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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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现代的大学生群体已经从 90 后逐渐过渡到了 00 后，代沟

这个时间段可能会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也随之缩短。00 后和前几代

人相比，享受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教育氛围和更多生活优越性，但

是 421 现象也让他们享受的宠爱更多，甚至更为娇气。00 后的学生

对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和接纳性更强，同时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在

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时代出生的 00 后对于网络的接触也更早，受

到网络世界的影响程度也更深。基于这样学生群体特征，孩子们对

于幸福感的认可度到底是比前几代人高了还是低了呢？

1 当代大学生的幸福感认知现状

首先学生对于幸福感的感知会由个体条件的差异产生差异性，

如学生的性别、家庭情况：家庭的和谐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还

有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很多研究表明，低年级的学生会比高年级

的学生幸福感指数要高，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也会导致学生的幸福

指数存在差距。

幸福感是主观性的感知，可能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

样的，现在的大学生群体接受的思想是更加多元化的，那他们对于

幸福的定义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定义。对于“什么是幸福”，“如何

追求幸福生活”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有车有房就是幸福”、“找一

份满意的工作就是幸福”、“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国家繁荣富强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学生的幸福也是有大有小，有从自身角度

出发的，有从家庭角度出发，还有很多从家国情怀出发。

就整体学生而言，大部分学生的幸福观还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流思想的，但是观念的认可不代表实际幸福感程度的匹

配。学生们认为幸福感是可以塑造和努力奋斗出来的，但是对于当

下或者未来的幸福感是否一致表示不确定。也就表明很多学生对于

幸福观的认知是不稳定的，可能随着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随时发

生变化，因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非常

重要的。

大学生的处在人生一个重要的塑造阶段，不管是身体、思想和

心理都不完全成熟，尤其是 95 后和 00 后更是在网络世界中更容易

受到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一旦引导不利，可能出现各种摇摆

不定的情况，情绪以及思维方式都可能出现激烈的碰撞，严重的会

导致行为偏颇。

因为缺乏对于幸福本质的感知，可能很多学生会都处于“身在

福中不知福”的不自知状态。因为没有幸福目标，在他们感觉精神

空虚，缺乏理想，觉得生活空虚，无聊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迷茫

地追求感官的刺激与简单快乐。对于幸福的本质他们觉得遥远而不

可及。有学生问，“我需要感受精神的满足，也许那样我才会快乐”，

从语言上似乎他的幸福定义是精神的满足，这样的幸福观我们觉得

是不偏离，但是如何实现这样幸福目标，似乎很多学生对于这个问

题都很迷茫。

2 影响大学生幸福观形成的主要因素

对于幸福概念认识不足，就会在行为中出现偏差。对于大学生

的幸福生活的影响最大的四个因素就是：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

会因素和学校因素。

对于大学生本身来说，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处于

不成熟的阶段，对于人生目标不明确导致到了动力不足，对于学习

的重要性认知是不够全面的。还有一种抗挫折能力的下降也是导致

很多学生对于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其实抗挫折能力能够让大学

生增强自强意识，不怕输的孩子更敢于去追求幸福的生活。有了抗

挫折的能力才会有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

第二个家庭因素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是一个不可控因素但是也是

至关重要的因素。不管是过于溺爱的家庭环境还是疏于管教的家庭

氛围都会给大学生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正因如此，大学生更应该

看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更要好好利用学校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中

不完善的一面。

社会因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的，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

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

似乎在价值观的影响上很明显，超前消费，野蛮消费的观念渗入，

导致了“校园贷”现象频生，这些都需要引起警醒。因此对于学校

因素来讲，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有修正作用的因素。但是现在的很

多高校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同

时，对于幸福观的教育却有待开发和完善。关注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是很有必要的。

3 主观幸福观的涵义

我们明确了幸福感和学生自身、家庭、社会还有学校教育是环

环相扣的。那么幸福对于学生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幸福对于任何群体来说都是一种主观的感知，一般指人

们对于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是

由情感平衡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部分构成。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在

个人对于幸福感的感受中都受到自我三观的很大影响，因此对于正

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树立正确的三

观才能有正确幸福感。错误的三观也会收获的是错误的幸福感，这

种幸福感是不可能长久保持的。

幸福的涵义很多时候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快乐，二是

实现。两者的出发点和在解决幸福感的着力点不甚相同。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只有人的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时，人才能感受到幸福。

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来说，整体的幸福感还是要高于其他群体

的，因为想法相对单一，对于事物的期盼和希冀都更高，因此积极

情绪也就更多。但是在学生中主要幸福感水平的高低是受很多不同

因素影响的。比如城市的学生相较于农村学生更容易产生优越感，

相较之下也更容易产生较高的满意度，整体幸福指数也要比农村学

生高。而且大学生的幸福感会随着年级的增长发生变化，整体来说，

脱离了大一的适应期，大二的迷茫期也没有大四对于就业的迫切压

力，大三的学生一般是幸福感最高的群体，但是对于高职学生来说，

在校时间较短，就业压力更大，因此整体幸福指数要低于本科生。

因为幸福感的主观性特征导致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是不能被量化和被验证的。因此对于幸福感我们应该追求更高层次

的内涵。像习主席就提出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陷入个人主义自私

的幸福是假幸福。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中国的幸福生活就是靠

奋斗拼来的。其次劳动就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这样宏观且怀抱远

大理想的幸福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急需让每个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下转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