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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是大学生在大学学习和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主观幸福感是描述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指

标。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和主观幸福感

进行调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扩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据

调查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

于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个人能力有限、家庭及学校教育模式等因素导致大学生普遍存在人际关系困扰问

题，同时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因此，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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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

方法，选择湖南省 5 所高校，通过问卷星发

放问卷，共发放问卷 140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240 份。其中男生占 25%，女生占

75%；文科占 48%，理科占 48%；大一 30

人，大二 70 人，大三 40 人。来自农村的学

生占 45%，来自城市的学生占 45%。专业类

型包括：理工类（24%）、经管类

（18%）、文科类（14%）、艺术类

（12%）；专业类别为：理工类、经管类、

文科类、艺术类、体育类。

（二）工具。人际关系困扰量表

（IAT）为王新刚等修订的人际关系综合诊

断量表。该量表是以人际知觉障碍为理论基

础设计而成，主要考察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

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

冲突。共包括 1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

制，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部分符

合”，3 表示“基本符合”，4 表示“完全符

合”，5 表示“非常符合”。该量表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主观幸福感量表（Hsueh 等编

制的中文修订版）采用 3 个分量表即主观幸

福感总分、生活满意感分量表、生活态度分

量表。

（三）调查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对湖南省 5 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对被试的性别、专业类型、生源地、

年级等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四）数据分析。运用 SPSS17.0 软件进

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工

具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单

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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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自编《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

量表》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进行评

价，对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分

以及各维度得分均在中等以上，处于中等偏

下水平。具体见表 1。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发现，人际关

系困扰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

差异，即男生比女生更容易产生人际关系困

扰。此外，男生与女生在家庭经济状况、是

否为学生干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不同

生源地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对人际关

系的认知程度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等方

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

在中等偏下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

中，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高于

全国常模，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

高；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得

分低于全国常模，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

水平较低。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大学生人

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讨。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是否为

学生干部、是否为独生子女、性别和生源地

均在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分别为 0.040、

0.016、0.392 和 0.371）。由表 2 可知，大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均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

即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分越高，其主观幸

福感越低；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为学生

干部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及各维度均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从回归方

程可以看出，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为学生干

部对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和各维度均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类

型包括人际交往频率低、人际交往中的冲突

和拒绝、人际关系不良三个方面。同时，人

际交往频率低和人际交往中的冲突是影响大

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结果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人际关系困扰会给

大学生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发

现，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是否为独生子

女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频率和人际冲突上存

在显著差异，女生在人际交往频率上高于男

生，而大一学生在人际交往频率和人际关系

冲突上显著低于大二学生。说明女生在人际

交往方面更敏感，而男生则更自信、更大

胆。因此，建议各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时要更注重对女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

关注她们的社交情况。此外，与以往研究不

同，本研究未发现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采用的量表与以往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具有

较大差异，所以有必要对量表进行修订。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人际关系困

扰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可

能是由于人际关系困扰会导致大学生在人际

关系处理上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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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因此，各高校可以通过改善大学

生人际交往的方式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主观

幸福感水平，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四、结论

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现象，它既可以是个体自身原因造成的，也

可能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因此，要想从根本

上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问题，提高大学

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就必须对其进行科学

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干预。

一方面，高校应通过心理咨询、团体辅

导等方式向大学生提供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

训练，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避免

或减少人际关系困扰；另一方面，大学生自

身也应增强自身的人际交往技能，在平时应

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志愿活动等，培养

自己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最后，高校及社

会相关部门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帮助

大学生培养积极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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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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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ollege students' study and life, which affects their mental health.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the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deepe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is increasing. However, China i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values, limited personal ability,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mode and

other factors,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oblems, and the level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is low.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in college student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istress; subjective well-being; pat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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