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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一个人根据

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估#是对个体心理健

康的正面评价#是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

明#主观幸福感与个体心理素质"健康人格密切相关(

!?&

)

!自尊

$

CFGR?FCLFF$

%是指个体在自我意象及价值的基础上对自身值

得尊重的程度或重要性给出的综合性评价!相关研究表明#自

尊是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

)

!此外#归因研究领域

的专家指出个体情感体验的产生与其对客观事物的归因认知

评价密切相连!如果个体习惯于将其取得成功的结果归因于

自身内部原因#如勤奋程度"能力水平时#就会体验到自信"自

豪"幸福等积极情感#从而提升其内在价值感*相反#当个体将

其失败的结果归因于外在原因时#则会产生更多的失落"悲伤

等消极情感#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因此#个体归因方

式的选择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医学院校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是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主观幸福

感高对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将预示

着他们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患者#更好地为中国医疗事业做出

贡献!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如何

受到应对方式和自尊的影响#为提高医学院校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水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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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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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以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

象集体施测#发放问卷
;44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

率为
:7(;;=

#其中#男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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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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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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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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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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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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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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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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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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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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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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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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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评定
!

该量表将测

量个体归因类型的心理控制方式分为以下
;

种'$

!

%内控性$

^

%

测量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并驾驭自己生活的程度*$

&

%有势

力的他人$

/

%测量人们相信他人能够控制并驾驭自己生活的

程度*$

;

%机遇$

)

%测量人们相信机遇能够影响其生活事件与

结果的程度!

/̂)

量表共计
&<

个条目#每个条目以
6

分制评

定*每个分量表包含
#

个条目#分值为
4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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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量表$

585

量表%评定
!

本量表由
!4

个条目组成#

分数按四级标准评分#

!

为非常符合#

&

为符合#

;

为不符合#

<

为非常不符合#分数设置为
!4

!

<4

分#得分越高#其自尊程度

越高#该量表的
)HQMB>NO

系数为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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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4(#;

(

<

)

!

!("(#

!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评定
!

该量表共
<#

题#采用四

点计分#

4

分为负面态度#

!

!

;

分为不同程度的正面态度!得

分
<#

分以上的被试者表示其幸福感倾向正面态度#得分在
:'

分以上者#则对幸福感有较强程度的正面态度#分数越高者表

示个人主观幸福感愈高!因原量表当中部分题目的用词与大

学生当前的生活状况不符#因此对这些题目的用语加以适当修

改#修订过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4(:;

#效标

效度为
4(#7

#内部一致性
)HQMB>NO

-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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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测程序
!

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分层随机发放问

卷施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在课堂上发放问卷

并要求被试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

人口统计学资料!将被试在自尊量表的得分划分成低自尊组"

中自尊组和高自尊组#区分标准为样本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

差'量表分数低于平均数
!

个标准差以上的为低自尊组*高于

平均数
!

个标准差的为高自尊组*其余则归为中自尊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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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4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j=

表示#对问卷进行描述统计"差异检验"方差分析"

相关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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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

临床本科生中女

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j!<(46

%分#男生的主观幸

福感平均得分为$

'6(;7j!;(!<

%分#二者都高于代表+倾向正

面态度,的
<#

分#低于代表+较强正面态度,的
:'

分#表示临床

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且不同性别临床本科

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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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临床医

学专业本科生中高自尊组$

"2':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

#'(<7j!7(4&

%分#显著高于低自尊组$

"2!4&

%学生的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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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中自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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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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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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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归因方式)自尊和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维度
主观幸福感

0 !

自尊总分

0 !

内控性

0 !

有势力的他人

0 !

机遇

0 !

主观幸福感
Z Z Z Z Z Z Z Z Z Z

自尊总分
4(<!

"

4(4! Z Z Z Z Z Z Z Z

内控性
4(;7

"

4(4! 4(;6

"

4(4! Z Z Z Z Z Z

有势力的他人
Z4(&;

"

4(4! Z4(&7

"

4(4! Z4(<7

"

4(4! Z Z Z Z

机遇
Z4(!7

"

4(47 Z4(!4

#

4(47 Z4(<:

"

4(4! 4(46

#

4(47 Z Z

!!

Z

'此项无数据!

"(#

!

归因方式"自尊和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相

关分析
!

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呈

显著正相关#在归因方式各个维度方面#内控性维度与主观幸

福感及自尊均呈显著正相关*有势力的他人维度与主观幸福感

及自尊均呈显著负相关*机遇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

关#见表
!

!

"(C

!

归因方式"自尊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

为进

一步验证归因方式"自尊对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

能力#以自尊和归因方式的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临床医学专

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

尊和归因方式的内控性维度进入了回归方程#且都对临床本科

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决定系数
#

&

2

4(&;

!表明自尊和内控性维度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

福感的预测模型能够解释其
&;=

的变异量!

#

!

讨
!!

论

研究表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程度

比较高#这与国内研究人员对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

一致(

6?#

)

!当代大学生多为
:4

后#从小受到来自父辈的关爱和

关注比较多#拥有的物质条件也比较优越#因此大学生能够感

受到较为强烈的来自家庭的温暖#物质需求也能得到较好地满

足*此外#随着近年来医学相关专业的升温#作为热门专业学生

的临床本科生与同龄人相比可能体验到更为强烈的优越感#因

此其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程度较高!

本研究发现#自尊是影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

的一个重要因素#高自尊组被试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中自尊

组"低自尊组被试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

回归分析也表明自尊对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回

归效应#以上都表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与自尊

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王鲁慧等(

: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医学生

的自尊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本结果显示#归因方

式的
;

个维度都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影响非

常显著#其中#内控性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有

势力的他人和机遇两个维度和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

感呈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见#归因方式对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

福感有重要影响!如果个体习惯于将自身的命运和努力程度

相联系#则会在生活事件中发挥出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积

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促使个体获得更多的机会#在生活中体验到

更多的幸福感和价值感!相反#如果个体将自身成功的概率归

结为他人控制的力量或是机缘的巧合#那么其在生活中则会采

取更多的消极态度#造成自身价值感的缺失!目前中国正处于

社会转型的阶段#一些大学生受某些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机会

不均等现象的影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严重影响了自身生活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医学院校的大学生#由于平时

学习压力大#实习"见习时间长#接触社会的机会比较多#更容

易受到一些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医学院校应努力做好

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其进行合理的

归因训练#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从而

有效增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尊和内控性两个维度进入了

回归方程#并且可以解释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

&;=

的变异程度#这一结果表明自尊和内控性维度对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具有良好的正向预测作用#即个体自

尊水平越高#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越多*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控

制事情的结果#有利于其把握机会#提高自身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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