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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自我和谐与适应性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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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大学新生自我和谐、大学适应性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方法　采用自我和谐量表、大
学生适应性量表和生活目的测试对４５９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１）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总分在性别（ｔ＝－
２．８４９，Ｐ＜０．０５）、是否独生（ｔ＝－２．２０３，Ｐ＜０．０５）方面差异显著，适应性总分在是否独生（ｔ＝２．６５３，Ｐ＜０．０５）
上差异显著，不同专业类别的大学新生在自我和谐（Ｆ＝６．２８８，Ｐ＜０．０５）、适应性（Ｆ＝８．４２９，Ｐ＜０．０５）以及生命
意义感（Ｆ＝３．１０９，Ｐ＜０．０５）上均差异显著。２）自我和谐总分与适应性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ｒ＝－０．７６９，Ｐ＜
０．０５），自我和谐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ｒ＝－０．５６４，Ｐ＜０．０５），适应性总分与生命意义感总分
存在显著正相关（ｒ＝０．６４５，Ｐ＜０．０５）。３）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总分对适应性总
分具有显著预测作用（Ｒ２＝０．６６，Ｐ＜０．０５）。４）生命意义感在大学新生自我和谐与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结论　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和生命意义感影响大学适应，生命意义感是大学新生自我和谐程度影响适
应性的中介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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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大学是个体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大学新
生面临全新的学业要求、生活环境以及更多接触社

会的机会，在过渡阶段如果不能调整状态、适应生

活，那么将产生适应困难的问题［１］，为心理健康埋

下隐患，甚至影响整个大学阶段的学习和发展。廖

友国等［２］对２９３篇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文
献进行元分析发现，自我和谐、健康适应等因子是

影响国内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自我和谐是Ｒｏｇｅｒｓ人格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
念之一，他认为个体有着协调自我与经验关系的趋

向，如果自我与经验不能协调统一，则会出现心理

的紧张状态［３］，这种“紧张状态”表现在大学新生

身上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研究表明，

自我和谐与大学生的孤独感、人际关系有密切关

系。低自我和谐程度者，会更多地体验到孤独感，

从而更多地受到人际关系问题的困扰［４］。于频

等［５］对重庆某高校大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

大学生的适应性与自我和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自

我和谐程度越高则适应性越好。

生命意义感与个体人格特征密切相关，是影响

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较高生命意义

感的个体能够更少体验到负面情绪［６］。梁家凤

等［７］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性无聊感与生命

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具有较高水平生命意义感的

大学生会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心态。生命

意义感的建构模型将意义感分为一般意义感和情

境意义感两个类别，前者形成于个体成长早期阶

段，影响着个体的整体取向，而情境意义感产生于

特定环境中［８］。大学新生在面对新环境时会产生

情境意义感，当其与个体的一般意义感存在较大差

异时，便会产生适应性问题，将给大学生带来较大

压力，甚至痛苦体验。目前，国内尚缺乏对大学新

生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关系的直接研

究。本文旨在探索三者的相关关系，揭示变量之间

的内在机制，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启

示。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的办法，在某普通本科院校中对

４８０名大一新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９份
（９５．６３％）。其中男生２９１人（６３．４０％），女生１６８
人（３６．６０％）；独生子女１８５人（４０．３１％），非独生
子女２７４人（５９．６９％）；文科１７４人（３７．９１％），理
科２３２人（５０．５４％），其它５３人（１１．５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自我和谐量表　采用王登峰编制的自我和
谐量表。该表由３５个条目、３个维度构成，采用５
点计分。将自我的灵活性维度反向计分后，可得量

表总分，分数越高，自我和谐程度越低。分量表的

同质性信度分别为０．８５、０．８１、０．６４。
１．２．２　大学生适应性量表　采用卢谢峰编制的大
学生适应性量表。该量表由６６个条目、７个维度和１
个效度量表构成，采用５点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
表示适应性越强。分量表 α系数在０．５８～０．７８，总
量表α系数为０．８９８，且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和效
标效度。

１．２．３　生活目的测试　采用宋秋蓉修订的生活目
的测试量表。该量表主要评价青少年的生命意义

感，由２０个条目构成，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８４７，
采用５点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
越强。

由专业人员对大学生进行集体问卷测试，当场

收回问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描述统

计、ｔ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在人口统计
学方面的比较

男生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低于女生，独生子女

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而适应性总

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专业类别上进行方差

分析，不同专业类别在自我和谐、适应性、生命意义

感分数上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结果显

示，文科学生的自我和谐总分显著高于理科，适应

性总分显著低于理科，生命意义感边缘显著低于理

科。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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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比较（珋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自我和谐总分 ｔ／Ｆ 适应性总分 ｔ／Ｆ 生命意义感 ｔ／Ｆ

性别

　　男

　　女

８５．３７±１８．０８

９０．３２±１７．６２
－２．８４９

２２３．０６±３５．１６

２１６．８３±３２．９９
１．９０２

９５．９１±１４．２９

９５．９９±１５．４５
－０．０５３

是否独生

　　独生

　　非独生

８４．９４±１９．１９

８８．７０±１７．１１
－２．２０３

２２５．８８±３７．０８

２１７．３８±３２．２５
２．６５３

９７．００±１５．０５

９５．２３±１４．４６
１．２９６

专业类别

　　文科 ９０．９０±１７．４４ ２１２．４９±３３．６１ ９４．２６±１５．２４

　　理科 ８４．５５±１７．９１ ６．２８８ ２２６．３１±３４．２６ ８．４２９ ９７．５０±１４．５０ ３．１０９

　　其它 ８８．１０±１８．８９ ２２０．６６±３３．５９ ９５．９１±１３．２９

　　注：Ｐ＜０．０５

２．２　自我和谐、适应性与生命意义感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分析

自我和谐总分与适应性总分、生命意义感均为

显著负相关，适应性总分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

关。见表２。

表２　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的
相关分析结果（ｎ＝４５９）

　变量 自我和谐总分 适应性总分 生命意义感

自我和谐总分 ８７．１９±１８．０６ １．００

适应性总分 ２２０．７９±３４．４８ －０．７６９ １．００

生命意义感 ９５．９４±１４．７１ －０．５６４ ０．６４５ １．００

　　注：Ｐ＜０．０５

２．３　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的回归分析
以适应性总分为因变量，以自我和谐总分、生

命意义感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自我和

谐总分、生命意义感进入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５９３、０３１６，决定系数为
０．６６０，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预测作用。见表
３。

表３　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β ｔ Ｒ２ Ｆ

适应性总分 自我和谐总分 －０．５９３ －１７．９４８ ０．６６０ ４３６．６３５

生命意义感　 ０．３１６ ９．５６９

　　注：Ｐ＜０．０５

２．４　生命意义感在自我和谐总分与适应性总分间
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以自

我和谐总分（Ｘ）为自变量，适应性总分（Ｙ）为因变
量，生命意义感（Ｗ）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
析，结果见表４。由于４个ｔ检验均显著，所以生命
意义感在自我和谐与适应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０．５６４×０．３１６／０．７６９
＝２３．１８％。

表４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１步 ｙ＝－０．７６９ｘ ＳＥ＝０．０５９，ｔ＝－２５．５１４

第２步 ｗ＝－０．５６４ｘ ＳＥ＝０．０３２，ｔ＝－１４．５８４

第３步 ｙ＝０．３１６ｗ ＳＥ＝０．０７９，ｔ＝９．５６９

　－０．５９３ｘ ＳＥ＝０．０６４，ｔ＝－１７．９４８

　　注：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大学新生自我和谐、适应性及生命意义感基
本情况

在对不同类别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总分的比

较中发现，女生的分数显著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

的分数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文科生的分数显著高于

理科生，这就说明男生、独生子女、理科生的自我和

谐程度相对较高。在适应性总分的比较中发现，独

生子女的分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理科生的分数

显著高于文科生，表明独生子女、理科生的大学适

应性较好。在生命意义感分数的比较中发现，理科

生的分数边缘显著高于文科生。

理科生适应性表现出来的优势与其有较高的

自我和谐性及生命意义感相关，也可能与其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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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特点有关，通常理科生在大学阶段学习的专业课

程安排紧凑、学习任务明确，与中学阶段的学习情

况更接近，容易适应。独生子女表现出来的优势可

能与家庭教育方式及生活环境相关，独生子女通常

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获得的家庭支持和情感关

怀更多［９］；此外，独生子女大多来自城市，对其而

言入学前后的外在大环境改变相对较小。因此，在

资源竞争激烈的大学环境中，独生子女在入学后对

自我和谐的调整和环境适应更快。最后，男生表现

出的优势可能与其在自我认同上的优势有关［１０］，

而且男生通常更豁达、不拘小节，面对问题时自我

调整能力更高，所以自我和谐程度高于女生。

３．２　大学生新生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
的相关分析

本文结果显示，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与适应

性、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感均呈显著负相关，自我

和谐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和谐总分、

生命意义感能够显著预测适应性总分。表明大学

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越高，适应性越

好。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高的大学新生，能

够更好地基于自我经验调整所面对新环境时产生

的自我差距，能够将自我与外界环境协调统一，明

确个人生活目标，可更好地适应大学环境。而自我

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较低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

后内心将体验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生活目标模

糊，则可能表现出抑郁情绪、手机依赖、人际关系困

难等多方面问题［１１］，导致适应不良的产生。

３．３　大学新生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与适应性的
关系

本文结果显示，自我和谐总分、生命意义感可

以解释适应性总分中６６％的变异。进一步中介效
应分析发现，生命意义感在自我和谐与适应性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２３．１８％。这就说
明，大学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

作用于其大学适应性，也即自我和谐程度越高，学

生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越强，对大学学习、生活等

诸方面的适应性越好。

生命意义感是人格组成中可以通过特定方法

来塑造的一种特质［６］，个体内外和谐统一，更加有

利于自身树立明确目标、追求生命价值。已有研究

证明，大学的自我和谐程度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密

切［１２］，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高表明内外协调一致，

则会对生活产生更多期待与目标，生命意义感越

强。Ｈｅｉｎｔｚｅｌｍａｎ等［１３］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与个

体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积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提

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个体的心

理健康水平，那么就更有利于大学新生适应新环

境。然而，当新生的自我和谐程度较低时，强烈的

冲突体验给个体带来负面情绪，不仅降低生命意义

感，而且容易产生社会性无聊感，甚至自杀意念等

问题，这些无疑增加大学适应的难度。蒋海飞

等［１４］研究也表明，生命意义感在日常烦心事压力

知觉和心理适应间起调节作用，具有较低生命意义

感的大学新生在面对日常烦心事时心理适应状态

变差。综上所述，自我和谐程度较高的学生，在面

对新大学环境时能够积极进行自我调整，在一定程

度上通过树立目标、追求价值提高生命意义感，获

得更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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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强体医结合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文献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得出，目前

体医结合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体医结合公共服务

模式建构和创新、政策法规、人才培养等定性研究，

针对相关疾病的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应积极

倡导现代医学逐渐向健康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学

医转变，构建不同疾病的运动干预实验，探索有效

的、简单可行的运动处方库。

综上所述，目前体医结合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应加强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合作研

究，探索运动医疗康复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体医结

合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为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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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１７４３９７６０．２０１３．８３０７５８．

［１４］蒋海飞，刘海骅，苗淼，等．生命意义感对大学新生日
常烦心事和心理适应的影响［Ｊ］．心理科学，２０１５，３８
（１）：１２３１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１９／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６９８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本文编辑：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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