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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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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感戴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以期为构建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提供积极正面的能量&方法
!

采

用感戴问卷%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广东省
2

所高校共
2'%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

$

$大学生人际关系

困扰总检出率为
0)&0̂

&"

1

$感戴存在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

"

$

%&%2

$!大一%大二%大四男生及大三女生感戴水平显著高于大三

男生"

"

$

%&%$

$#男大学生在与人交谈%待人接物%异性交往及人际关系困扰总分上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

$

%&%$

$#大三学生交

际交友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四学生"

"

$

%&%2

$&"

'

$大学生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与人交谈%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异

性交往
0

个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

"

$

%&%$

$!不同感戴水平的被试在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感戴对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因子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

%&%$

$&结论
!

大学生感戴与其人际关系困扰关系密

切!感戴能有效地预测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

"关键词#

!

人际关系#大学生#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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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

理关系#它反映了个体或团体寻求满足的心理状态'

$

(

)研究发

现#大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身心健康#促进学业进步#不

良的人际关系常会引起心理失衡#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如焦

虑#空虚#心情压抑#严重者甚至出现杀人与自杀倾向'

1

(

)近年

来#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问题一直居高不下'

'.0

(

#因大学生人际

关系纠纷而导致的悲剧更是时有发生)感戴#是积极心理学研

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指个体能够识别他人在其积极体验过

程中所给予的恩惠或提供的帮助#并且能够带着感激之情对此

做出反应的一种普遍化倾向'

2

(

)研究发现#感戴与五大人格特

质中的宜人性具有显著正相关'

)

(

)本研究于
1%$0

年
'

月对广

东省
2

所大学
2'%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感戴这一积极

心理品质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以期为构建和谐的校

园人际关系提供积极正面的能量)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广东省中山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医学院*嘉应学院#以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

所大学随机抽取
2'%

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并发放调查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
0/-

份#有效回收率为
($&(̂

)其中男
1)2

人

$

20&0̂

&#女
111

人$

02&)̂

&%大一
$'$

人$

1)&(̂

&#大二
$/(

人$

'/&/̂

&#大三
$$1

人$

1'&%̂

&#大四
22

人$

$$&'̂

&%理科

120

人$

21&1̂

&#文科
1''

人$

0-&/̂

&)

('1'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二五0规划
1%$'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8$'XXR%0

&)

!

作者简介!叶艳晖$

$(-2Z

&#高级实验师#硕士#主要

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实验教学及实验室管理研究)



A&B

!

方法

A&B&A

!

调查工具
!

$

$

&感戴问卷#由
f5NEII"E

<

F

等
1%%1

年编

制#经过国内李艳春翻译*预测*修改后修订成的感戴问卷

$

:i2

&中文版'

-

(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中国大学生人群施

测)该问卷由
2

个题项组成#分数按
-

级进行评分#从/完全不

同意0至/完全同意0每题依次赋值为
$

$

-

分)总分越高#学

生感戴情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

系数为
%&/2

)$

1

&

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由郑日昌等'

/

(编制#是一份人

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主要包括
0

个维度!与人交谈*交

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诊断量表共
1/

道题#每个问题

作/是0或/否0两种回答#分别记
$

分或
%

分#得分越高#人际关

系行为困扰越严重)根据评分标准#总分
%

$

/

分$因子分
%

$

1

&#说明与人相处困扰较少#人际交往能力良好%总分
(

$

$0

分

$因子分
'

$

2

&#说明与人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人际交往

能力一般%总分
$2

$

1/

分$因子分
)

$

-

&#说明与人相处存在

较为严重的困扰#人际交往能力不足#人际关系较差)将所有

被试按感戴得分情况分为低感戴组*中间组及高感戴组)在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

)

A&B&B

!

调查程序
!

主试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担

任#施测前征得被试的口头知情同意#向被试说明调查采用匿

名形式#所获得的信息仅作学术研究之用#将严格保密)要求

被试根据指导语及题项要求独立*认真作答)被试完成全部问

卷约需
$%D#,

#最后由主试当场回收)

A&C

!

统计学处理
!

用
7377$-&%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Lc@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为

了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学生感戴和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

分别以感戴*人际关系困扰
0

个因子及总分为因变量#性别和

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1

$性别&

0̀

$年级&两因素方差分析#并作

独立样本
5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状况
!

从总体得分来看#存在一般

程度人际困扰的大学生占
'$&/̂

#存在较严重人际困扰的大

学生占
$0&)̂

#人际关系困扰总检出率为
0)&0̂

)从各维度

看#在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方面#大学生困扰较少#在与人交谈

和交际交友方面#大学生人际困扰相对较多#具体结果见表
$

)

表
$

!!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体状况%

^

&

困扰程度 与人交谈 交际交友 待人接物 异性交往 总体状况

较少
21&) 01&' /'&0 )'&' 2'&)

一般
01&' 0(&' $0&$ '2&2 '$&/

较严重
2&$ /&0 1&2 $&1 $0&)

B&B

!

人口学因素对大学生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
!

大学

生感戴及人际关系困扰的得分状况见表
1

)感戴方面#大学生

感戴的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

P9'&2/)

#

"

$

%&%2

&#进一

步简单效应分析和事后比较发现#不同年级的男大学生感戴水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90&-0/

#

"

$

%&%$

&#大一*大二*大四

男生感戴得分均高于大三男生%不同年级的女大学生感戴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大一*大二*大四的男女生感戴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大三女生感戴水平高于大

三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90&-0-

#

"

$

%&%$

&)人际关系困

扰方面#人际关系困扰总分性别主效应显著$

P9$-&'('

#

"

$

%&%$

&#男大学生得分高于女大学生%年级主效应*性别和年级

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人口学变量对人际关系困扰的
0

个因子

影响如下!与人交谈*待人接物*异性交往
'

个因子的性别主效

应显著$

P9/&$)%

*

$)&-')

*

1'&)22

#

"

$

%&%$

&#男大学生得分

均高于女大学生#而年级主效应不显著%交际交友因子年级主

效应显著#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大三学生得分高于大一和大四学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91&//2

#

"

$

%&%2

&%

0

个因子的性别

和年级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表
1

!!

大学生感戴及人际关系困扰得分比较%

Lc@

$分&

项目 性别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感戴 男
1-&2/c2&$2 1)&20c0&-/ 10&2'c0&10 1-&$1c2&1/

女
1/&'1c0&-- 1-&%-c0&)' 1/&2(c0&-0 1/&''c'&)0

人际困扰总分 男
(&-%c0&(2 (&01c2&$% $$&$2c2&2( /&$2c'&()

女
-&--c2&$- /&01c0&'0 -&)-c2&12 )&$(c1&/1

与人交谈 男
'&%0c$&)- 1&02c$&-$ '&%2c$&21 1&$/c$&1-

女
1&'$c$&)% 1&0-c$&/1 1&$-c$&)0 $&/)c$&$2

交际交友 男
1&/)c$&)- '&%(c$&/0 '&)2c'&%) 1&0-c$&20

女
1&22c$&2( '&$0c$&(0 1&()c$&() 1&)1c$&$)

待人接物 男
$&)-c$&0$ $&)%c$&21 1&%1c$&-' $&'2c%&//

女
$&$2c$&00 $&'1c$&'% %&(/c$&00 %&/$c%&/$

异性交往 男
1&$0c$&-% 1&1-c$&-1 1&00c$&/) 1&$2c$&)-

女
$&-)c$&)$ $&0(c$&20 $&2-c$&2) %&(%c$&%%

表
'

!!

不同感戴水平组的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比较%

Lc@

&

项目 低感戴组 中间组 高感戴组
P "

人际困扰总分
$$&01c2&'1 (&01c0&2$ )&12c'&(/ 2%&/'

$

%&%$

与人交谈
'&$-c$&-0 1&)/c$&20 $&/%c$&0$ '$&)(

$

%&%$

交际交友
'&)1c$&/0 '&1%c1&1$ 1&1)c$&)- 1%&)$

$

%&%$

待人接物
1&$$c$&-1 $&0)c$&'- %&//c$&%$ '%&(1

$

%&%$

异性交往
1&2'c$&-0 1&%/c$&-$ $&'$c$&0% 11&-)

$

%&%$

表
0

!!

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及其因子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G

1

#

G

1

$

5 "

人际困扰总分 感戴
%&$/( %&$/- Z%&0'2Z$%&)'$

$

%&%$

与人交谈 感戴
%&$11 %&$1% Z%&'0( Z/&1%%

$

%&%$

交际交友 感戴
%&%/' %&%/$ Z%&1// Z)&)'0

$

%&%$

待人接物 感戴
%&$12 %&$1' Z%&'20 Z/&''0

$

%&%$

异性交往 感戴
%&%(2 %&%(' Z%&'%/ Z-&$'2

$

%&%$

B&C

!

大学生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
!

通过皮尔逊积差相

关分析表明#大学生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与人交谈*交

际交友*待人接物*异性交往
0

个因子均呈显著负相关$

?9

Z%&0'2

*

Z%&'0(

*

Z%&1//

*

Z%&'20

*

Z%&'%/

#

"

$

%&%$

&)然

后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感戴水平的被试在人际关系困扰各

因子及总分上的差异)从表
'

可以看出#不同感戴水平的被试

在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因子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高感戴组在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因子上的得分均低

于中间组和低感戴组)以感戴为自变量#分别以人际关系困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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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分及
!

个因子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预测"由表
!

所

建回归方程的系数检验
!

值可知!感戴对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

各因子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感戴能解释大学生人际关

系困扰
"#$%&

的变异量"

!

!

讨
!!

论

本研究调查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检出率为
!'$!&

!

与牟晓洁等#

(

$

%谭余芬等#

!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人际关

系一直是困扰大学生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应该得

到足够的重视"大学男生的人际困扰问题较女生更为严重!更

不善与人交往!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

)

$

!分析可能与男

女语言能力差异有关!女性在语言的流畅性%情感性等方面优

势更明显!这使女性在人际交往中尤其在与人交谈方面更优于

男性"研究还发现大三学生的交际交友问题最为突出!分析认

为!大三是大学四年当中的一个转折期!面临着人生当中学业%

考研%就业的种种抉择!心里承受的压力大!可能对他们的交际

交友带来不利影响"

大学生感戴存在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大三男生的感戴水

平低于其他年级男生"国外研究表明!男性感戴的取向与女性

不同!男性通常对娱乐%体育有关的竞赛项目反应强烈!而女性

通常对与家人和朋友有关的项目反应强烈#

"*

$

"分析认为!大

一%大二男生刚进大学!踌躇满志!对校园生活感到新奇%刺激!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到了大三!随着校园生活的熟悉和对前途

的迷茫!一些男生会逐渐失去当初的热情!斗志消沉!感戴水平

随之下降"研究发现!大三女生的感戴水平高于大三男生!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感戴是一种移情情绪!一个

人是否体验到感激之情!跟个体移情于他人的能力密切相关!

女性的移情能力高于男性#

"(

$

!因此女性感戴水平比男性高也

不足为奇"

感戴与人际关系困扰各因子及总分呈负相关!高感戴组的

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困扰上得分低于中间组和低感戴组!说明懂

得心存感恩的大学生!其人际困扰更少!更容易与人相处!发生

人际冲突的概率更低"回归分析发现感戴对大学生人际关系

困扰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感戴是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有效

机制"易感戴个体更容易从平常的人际交往中发现对方的优

点!因而在与人相处时更容易与对方交流%沟通!并常会因其自

身的宽容%真诚的个性而获得更多的好感和赞赏"

-./0.123456

的拓宽建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感戴对大学生人际关系所产生

的影响"

-./0.123456

#

"!

$认为!感戴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可以拓

宽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建构他们持久的个人资源!包括生理

资源%知识资源%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源"感戴个体为了表达感

戴做出亲社会行为!久而久之!由感戴引发的这些行为就可以

建构和强化社会联系和友谊关系!这些都是社会资源!当个体

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减少人际关系

的行为困扰!使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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