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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下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与

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

李静雅

宁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基础建设逐渐完善，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完成，同时也

切实实现了扶贫目标，以此达成现代化建设的标准，完成相应的任务需求。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政策逐渐的推行过程中，

许多大学生由此受益，其资助范围几乎囊括了全体大学生。受助者在获得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的基础上，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亲社会行为是否有相应的变化，是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话题。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该议题进行相关研究，以期研究

的结果可以助力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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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理论依据为积极心理学，并充分考虑到大学

生的实际情况，据此设计相关的研究方案，本次研究的对象

为本校 2019级大学生。

1.1 问卷调查法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通过制定《大学生一般

情况调查表》、PSSS 以及 PTM三份调查测量表，严格依据

心理测试的相关要求，针对本校 2019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

行问卷调查，所发放的问卷为电子表单，采用的是统一问题，

在问卷开头积极引导学生如实作答，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将

问题完成，以便减少因变量所产生的偏差。本次研究所发放

的问卷为 500份，将无效问卷和实验问卷去除，共计收回问

卷数量为 453份，即有效问卷占比达到 90.6%。

1.2 干预实验法

本次研究的调研对象为本校 2019级的大学生，调研的

实际时间为 2020年 3 月开学初期，实验周期为一年，一直

持续到 2021年 3 月。在对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梳理后，对数

据内容进行有效分析，最终确定本次研究的实验组成员为 30

名，对照组成员为 30 名，其中对照组的成员自进入大学起，

始终未获得国家所办法的相关资助。在进行实验时，本次研

究主要是通过积极心理学的理论中的团体辅导方式，对实验

组开展培训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国家资助政策的内容、宣

传和落实等等，并借助心理健康教育对其进行心理干涉，将

两组根据不同时间段的结果进行对比，以便能够检测出干预

后的结果。

2 研究结果

首先，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之前的差异数据。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的得分进行差异性的检验，得出

以下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测结果差异检验

实验组（M+SD） 对照组（M+SD） t p

领悟家庭支持 3.16+0.79 3.17+0.51 -0.11 0.89

领悟朋友支持 3.58+0.74 3.42+0.65 -1.03 0.32

领悟其他支持 3.25+0.55 3.07+0.64 -1.32 0.18

亲社会行为 3.62+0.56 3.46+0.81 -1.41 0.29

通过表 1 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数据活动有效，可以

继续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

其次，对照组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测。通过 SPSS 统计

软件，对对照组实验前后的相关样本 T进行检验，其中所得

结论如表 2 所示：

表 2 对照组实验前后结果差异检验

实验前

（M+SD）
试验后（M+SD） t p

领悟家庭支持 3.27+0.83 3.46+0.79 -1.15 0.26

领悟朋友支持 3.84+0.18 3.29+0.53 -0.86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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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其他支持 3.25+0.74 3.40+0.69 -1.01 0.52

亲社会行为 3.24+0.53 3.07+0.64 -1.29 0.75

根据表 2 的数据可知，对照组在实验前后领悟社会家庭

支持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亲社会行为方

面，对照组实验前后的差异性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意

味着，在无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对照组实验前后的相关数据

无明显变化，在领悟家庭、亲友支持以及亲社会行为方面并

未发生明显的改变。

实验组实验前后差异检测。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实验

前后的有关样本 t 进行检验，所得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实验组实验前后结果差异检验

实验前（M+SD） 试验后（M+SD） t p

领悟家庭支持 3.37+0.56 3.52+0.71 -1.91 0.25

领悟朋友支持 3.12+0.84 3.29+0.63 -0.47 0.08

领悟其他支持 3.27+0.53 3.50+0.57 -2.13 0.02

亲社会行为 3.82+0.41 3.71+0.34 -1.72 0.42

根据表 3 的数据可知，实验组在实验前后领悟家庭、朋

友方面的维度并无明显的差异（P＞0.05），而在亲社会行为

方面也是如此。但在领悟其他支持上差异性较大（P＜0.05）。

这也意味着，对实验组进行团队辅导干预措施，在领悟其他

支持方面是有显著效果的，但对其它方面并对有积极的作

用。

3 问题与讨论

3.1 教育引导对提升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

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对大学生进行资助的成效问题，目

前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且相互对立。其一是“资助有效论”，

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对大学生进行资金的扶持，对于解决贫

困家庭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并且还

能够培养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能力，促进亲社会行为，提高

其内在的修为，进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由此可见，对

大学生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极为必要，且实践也证明了这一

点。其二是“资助无效论”，受资助的大学生，因资助来的

较为容易，对于国家的资质并不珍惜，且养成了花钱大手大

脚的习惯，在学习方面也不努力，甚至部分大学生在获得资

助的一刹那，就将资助的资金用于享受型消费，资助的资金

并未发挥其真正的效用。

通过此次研究显示，实验组在进行教育干预后，在领悟

其他支持方面有显著的提升，这也意味着要想提升大学生的

领悟社会支持能力以及亲社会行为，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

能发挥其效能，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教育的引导缺一不可，但

同时也反映出大学生在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和亲社会行为方

面具有较大的上升的空间，其可塑性较强。因此，通过本次

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精准扶贫政策下对大学生的资助是有

效的，但需要教师的教育和引导，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除此之外，实验组实验前后数据进行对比，在三个维度

中，只有领悟其他支持有显著的提高。针对这一结果，笔者

认为合情合理，因实验组成员将自己所受的资助被归纳为

“其他支持”，因此该维度有显著的提升，但这一结果也反

映出家庭和社会对于大学生上大学相关问题的缺失，精准扶

贫政策不应仅仅是国家提供有效资助，社会和家庭也应当充

分发挥其功能，主要是对大学生的心理教育提供有效的帮

助。

3.2 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因素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在实验前后均不

显著，对于实验之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期待相去甚远。对

于研究数据加以分析可知，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因素较为多

元，实验也无法对无关变量做到绝对的控制，而被实验的大

学生，因来自不同的班级、专业、家庭背景，也对实验结果

有所影响。除此之外，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也需要循

序践行，实验周期为一年，也不足以对被试者的行为产生过

多的影响。同时，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即便教师在实验过程中有干预行为，但想要体现其结果，还

需要时间。

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倾向所产生的因素较多，因此，我

们不能妄下结论，一定认为“资助无效”，还需进一步对受

试者进行观察。

结语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给予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针对

本校 2019 届大学生进行团体辅导干预实验，以此证明在精

准扶贫政策下，对于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以及亲社会行为的

影响程度。通过实验的三组数据可知，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

照组，在领悟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在实验前后均无明显的

差异，在这两个维度方面，两组为同一结果。对照组在实验

前后的对比也能够得出相关结论，即：三个实验维度中，仅

有领悟其他支持方面有显著差异（P＜0.05），但在提升亲社

会行为方面，并未起到积极的作用。

精准扶贫政策是当前国家对于贫困家庭提供较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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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提高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是具有一

定依据的，但目前来看，除了精准扶贫政策对于大学生的激

励外，教师的引导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只有对大学生开展

干预性的措施，才能激发起相关的内在潜能。由此可见，只

有在给予大学生资助的前提下，同时对其进行心理的辅导和

引导，才能实现其亲社会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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