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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西安地区不同类型大学生社会适应现状进

行调查，找出影响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 方法：采用总体幸福

感量表对西安地区 ( 所不同类型高校的 +2( 名大一学生进行

社会适应的调查. 同时，对不同来源地、不同学校、不同性别、

父亲职业不同及人格在总体幸福感上的差异进行了方差分

析. 结 果：西 安 地 区 部 分 大 学 生 总 体 幸 福 感（ ,VW）为

%+. $! Y !$. &+，与美国大学生及江西大学生比较，差别无统计

学意义（, [ ". "+）. 人口学特征对社会适应性无显著影响

（, [ ". "+），而人格特征的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等因子对

社会适应的好坏有显著影响，且精神质和内外向具有交互作

用（, ] ". "!，̂ $ _ (!. !‘）. 结论：人格因素是大学生社会适

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适应；总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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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社会适应是个体逐步接受现存社会的生活方式、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过程［!］. 现实观察显示：大学

生在校园和走向社会后诸多的心理和行为问题都表

现为或源于适应不良，而“ 马家爵”一类的校园恶性

案件、自杀率逐年提高、网络成瘾、贫困生的疏离感更

是让人触目惊心［$］. 因此，对在校大学生的社会适应

性调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适应性的最重要

的心理指标是心理适应性，即在心理上达到认知和情

感上的平衡状态的适应［)］. 其中主观幸福感（ ?CTX0=#
G6N0 U011#T06:;，IVW）是最常用的指标. 主观幸福感

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

评价. 国外学者对 IVW 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的测

量工具包括：单项量表和多项量表，言语量表和非言

语量表等，而总体幸福感量表（ ;0:0F51 U011#T06:; ，

,VW）是常用的工具之一［(］. 本研究采用访谈和调

查的方法对西安地区部分大学生的社会适应现状进

行评价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大学生社会适应能

力的提高提供理论指导.

HG 对象和方法

H. HG 对象G 选取西安地区 ( 所高校的大一年级学生

+2( 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理工院校 !") 人，人文院

校 )$" 人（ 外语类），艺术类院校 ’+ 人，军校（ 技术

类）&’ 人. 平均年龄（!2. ) Y !. "）岁. 剔除信息不全

的问卷 )+ 份，将 +(&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首先考察西安地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及人格

特点，然后就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H. IG 方法G 在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对上述被试进行

了调查，为保证测验质量，采用分组的方式进行，每组

不超过 (" 人，不限制总时间. 调查内容包括：!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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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适应性采用 !"#，主要考察被试近 $ %& 以来的个

体主观幸福感，以 !"# 前 $’ 题的合计作为总体幸

福感指标( 本研究在使用时将评价时间由“近 $ %&”

改为“上大学以来”( ! 人格测验( 采用艾森克个性

问卷（ )*+),-. /)0+&,1234* 56)+43&,,130)，789）［:］( 共

’’ 道题，包括四个量表，分别为：精神质（8）、内外向

（7）、神经质（;）和掩饰性（<）( " 同时搜集被试的

一般个人信息，包括：性别（男 = $，女 = >）、是否为独

生子（独子 = $，非独子 = >）、父亲职业（ 工人 = $，农

民 = >，干部职员 = ?，私营业主 = @，无职业 = :）、来

源地（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分为：南方 = $，北方 = >，西

安地区 = ?）、学校（理工 = $，人文 = >，艺术 = ?，军校

= @）等(
统计学处理：单一样本 ! 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

等，使用 A8AA $>( B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 结果

!( #" 西安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情况" 西安地

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为：C:( >$ D $>( E:( 因该问

卷 无 全 国 常 模，遂 将 本 研 究 结 果 与 美 国 大 学 生

（C:( BB D $:( BB）及刘富良等［$］报道的江西省大学生

总体幸福感（CF( >’ D $>( ??）进行比较，采用单一样

本 ! 检验，! 值分别：B( @B?（" G B( B:），$( E’?（" G
B( B:）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西安地区大学生人格特征" 西安地区大学生在

789 的 @ 个因子上均与全国同龄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H B( B$），具体表现为：低 8，高 7，高 ;，低 <
的特点，即低精神质、外向、情绪稳定性较差、天真的

特点( 这个结果可能不仅反映了西安地区大学生的

人格特 征，还 反 映 了 整 个 大 学 生 群 体 的 共 同 特 点

（表 $）(

表 $I 西安地区大学生人格特征 （# $ %）

精神质 内外向 神经质 掩饰性

西安大学生 :( B> D ?( ?:J $>( >> D @( B:J $>( FF D :( >$J $B( @: D ?( :FJ

全国常模
I （>B 岁）

:( EF D >( ’@ $B( F? D @( @@ $$( >F D @( >F $>( $C D ?( :C

J" H B( B$ &% 全国常模(

!( $" 西安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分析" 以

789 的 8，7，;，< 均值为界，将被试分为高 8 和低

8，高 7 和低 7，高 ; 和低 ;，高 < 和低 <( 采用多因

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性别，生源，专业，独子，家庭，

8，7，;，< 的主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建立的模

型 K> = B( @::，仅 8，7，; 三个因素的主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 H B( B$），表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为人格因素，其中低 8，高 7，低 ; 的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更强一些( 简化模型，仅考察了 8，7，; 三个因

素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表 >）( 所建模型的 K> 下降

不大，为 B( @$$ 表明，高 8 合并低 7 类型的大学生更

易导致主观幸福感低下(

表 >I 西安地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析因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均方 ’

模型 C ?E’F( B$B ?@( $$’

截距 $ >>’@@?E( @FC $E::?( ?>B

8 $ >ECC( ?CF >:( @’@J

7 $ ?B’B( >?’ >F( ?F:J

; $ $?’@?( $@’ $$’( @’’J

8 L 7 $ CCE( B’? F( FF’J

8 L ; $ :( B>@ B( B@?1

7 L ; $ $:( E>B B( $?F

8 L 7 L ; $ $( FFF B( B$@

1" H B( B:，J" H B( B$(

$" 讨论

心理适应是指在心理上达到认知和情感上的平

衡状态的适应，社会适应是指在行为上能够符合外部

环境要求的适应［F］( 一般而论，心理适应是社会适应

的基础，社会适应是心理适应的外在表现，适应的核

心是心理适应( 心理适应的主要体现就是主观幸福

感，因此很多研究将主观幸福感（ 总体幸福感）作为

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指标( 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因素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歧，如：在性别因素上，有研

究认为无性别差异，而一些学者认为女生显著高于男

生［C］；在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有研究认

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 其他的研究则认

为，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

要得到满足，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很小

了(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

要受个体对物质的期望等主观因素的调节［E］( 本研

究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发现，诸如性别、是否为独生

子女，来源地，家庭，专业等因素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

义（" G B( B:）( 表明人口统计变量只能解释主观幸

福感变化的很少部分［$B］( 本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调查

家庭收入，但对父亲职业进行了调查，父亲职业可以

通过家庭收入和家庭教养两条路径对学生产生影响(
但本研究未发现父亲职业不同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

感上有显著差异( 因此主观幸福感应由其它因素来

决定(
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时间是相当稳定的，它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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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特质高度相关! 人格的五因素，即：开放，尽

责，和谐，神经质和外倾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不

同! 神经质和外倾分别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较

高的内在敏感性，起着气质性作用，而其他三因素不

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郑雪［""］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

与内外倾维度正相关，与神经质负相关! 本研究不仅

支持这一结论，另外还发现精神质和内倾和外倾具有

交互作用，那些高精神质合并内向的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更低!
虽然 #$% 的 & 分量表是一个效度量表，但其分

数的高低还能反映出被试社会化程度的高低，因此本

研究将 & 做为一个因素放入方程，推测那些低 & 分

者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具有天真、淳朴的个性，因而具

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但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种

推测，& 因素和主观幸福感无明显关系! 总之，本研

究结果表明：人格因素中的神经质、精神质和内外向

维度是社会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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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4). V ())*4)+ 我院施行嗅鞘细胞移植术治

疗脊髓损伤 0)（男 (+，女 ,）例，年龄 ", W ,/ 岁，瘫痪卧床时间

+ M: W / A，均为外伤所致! 本组患者均符合手术适应证［"］：

脊髓损伤后时间超过 + M:，脊髓损伤部位没有压迫病变，脊髓

没有横断性解剖断裂! 按美国脊髓损伤学会制定的评分标

准［(］，结果 0) 例患者损伤的脊髓功能均有改善!

#" 护理

(! "1 心理护理1 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的致残性损伤，往往造

成患者不同程度的截瘫，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和参与

社会活动的能力［0］! 我们通过向患者介绍手术方法、成功病

例以缓解其紧张情绪，告知患者如何配合手术及术后相关注

意事项，让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术前

协助参观显微外科监护病房，熟悉环境及工作人员，使其尽快

适应以克服不良情绪，多鼓励患者，增强其信心和勇气积极配

合治疗! 通过谈心本组患者都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提高

了手术成功率!

(! (1 手术前护理1 脊髓损伤患者由于感觉、运动神经冲动传

导障碍，肌张力降低或消失，软组织抗压能力较弱［,］，而又需

长期睡硬板床，本组均有不同程度的褥疮发生，而褥疮发生的

部位又直接影响手术成功! 因此术前除进行常规检查和术前

准备外，褥疮的护理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我们设立了翻身卡

制度，每 ( C 翻身 " 次，翻身前后观察皮肤和卫生情况并记录!
保持床铺整洁、干燥，无皱褶、无渣屑! 每次便毕，肛门处用温

水洗净，涂油保护，以保持皮肤润滑，但勿在破溃和潮湿的皮

肤上涂抹，以免防碍渗出，加重或引起感染! 本组患者无新生

溃疡发生!
(! 01 手术后护理1 对于截瘫患者而言，康复治疗才是最根本

的治疗，因此在术后护理中除常规的呼吸道、泌尿道等护理

外，康复功能锻炼显得尤为突出! 对术后卧床期患者应进行

床上锻炼! 包括：翻身训练、上肢主动训练和下肢被动锻炼，

同时进行腹部肌肉锻炼! 在床上锻炼的基础上逐步进行离床

锻炼! 如起坐、站立、行走以及日常生活能力锻炼!
由于康复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所以必须持之以恒，

循序渐进，当患者有进步时要及时给予鼓励，并保持出院后的

随访，以使患者在身体水平、个体活动水平和社会参与水平上

的功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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