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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
———学校道德氛围的中介作用

卞军凤１，２，３，曾永慧１，２，冉步青１，２

（１．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２．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３．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以Ｊ省４３１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运用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及多 元 回 归 分 析，探 究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

理适应性水平偏低、获得感偏弱；学校 道 德 氛 围 在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获 得 感 影 响 心 理 适 应 性 过 程 中 起

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升家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心 理 适 应 性，需 要 重 塑“生 理 性”和“心 理 性”的 获 得

感，增强校园“公正感”和“关爱感”的道德氛围，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创造和谐健康

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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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教 育 是 我 国 教 育 系 统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全 国 学 生 资 助 管 理 中 心 发 布 的《２０２１年 中

国学 生 资 助 发 展 报 告》表 明，２０２１年 全 国 累 计

资助普通高校学生３　９２５．７７万人次［１］。根据社

会因果理论，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面 对 环 境 变

化与压 力 冲 突 时，更 容 易 出 现 心 理 适 应 性 障

碍［２］。可见，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应 该 成 为 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群。而要提高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实效性，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其心理适应性情况。

所谓心理适 应，是 指 当 外 部 环 境 发 生 变 化

时，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系统作出能动反应，使自

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

自身发展的 要 求，进 而 使 主 体 与 环 境 达 到 新 的

平衡的过程。心理适应性也就是个体适应周围

环境的能力。心理适应能力是大学生心理素质

的核心内容，也 是 社 会 发 展 对 人 才 素 养 的 基 本

要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既影响

个体的成长 和 发 展，也 关 乎 学 校 和 谐 阳 光 校 园

人文环境的建设。来自经济相对贫困家庭的大

学生会因在校学习生活中的低获得感体验而减

少他们对校 园 生 活 的 认 同 感 和 满 意 度，容 易 导

致其在校园学习与生活中产生一系列心理适应

性问题。虽然各高校都已构建旨在增强家庭经

济困难大学 生 获 得 感 的 多 元 化 学 生 资 助 体 系、

心理帮扶机 制 等，但 在 落 实 相 关 政 策 过 程 中 存

在重形式、轻程序等问题［３］，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产生的低获得感使其面对新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时容易失 落 和 迷 茫，进 而 影 响 其 对 大 学 生 活

的心理适应 性。因 此，后 扶 贫 时 代 如 何 通 过 提

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获得感及其心理适应

性，并整体提 升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学者对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的 研 究

主要聚焦在资助举措、影响因素、心理问题等方

面，如家庭支持［４］、个体特征［５］、心理品质［６］等，

而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的研究

较少。通过梳 理 已 有 文 献，发 现 当 前 研 究 主 要

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缺乏对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 的 心 理 发 展，尤 其 是 心 理 适 应 性 内

生因素的考 察。有 研 究 揭 示，情 感 体 验 影 响 家

庭经济困难 大 学 生 适 应 性，如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生的主观 幸 福 感、归 属 感 会 影 响 其 心 理 适 应

性［７］；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公平感失衡会增加家

庭经济困 难 大 学 生 适 应 性 问 题［８］。基 于 此，本

研究考察的 获 得 感 指 向 的 是 一 种 系 统 的、正 向

积极的情绪 体 验，包 括 物 质 需 求 得 以 实 现 的 满

足感和享受感，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尊重感、认

同感和成 就 感［９］。另 一 方 面，缺 乏 家 庭 经 济 困

难大学 生 获 得 感 及 其 心 理 适 应 性 的 整 合 性 探

索。已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主

要从措施和 方 法 入 手，如 张 雪 华 提 出 要 开 展 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１０］；刘晓琳

等强调通过创建良好的校园人文环境来解决大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１１］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具有不良自我意识［１２］、消极自我评

价［１３］、易 感 心 理 冲 突［１４］等 表 现，在 新 的 学 习 生

活与社会交 往 环 境 中，这 些 心 理 特 点 可 能 会 进

一步带来不良的心理适应性［１５］。因此，探索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对其心理适应性的影

响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与心理适

应性

家庭经济困 难 大 学 生 获 得 感，是 指 大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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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期间基于客观获得而产生的正向的主观

心理感受 和 情 感 反 应，是 对 健 康 获 得、学 业 获

得、机会 获 得、体 验 获 得 和 认 同 获 得 的 综 合 感

受［１６－１７］。心理适应性则是指各种个性特征相互

配合起来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包括：身体与体

育竞赛适应 维 度、陌 生 情 境 与 学 习 情 境 适 应 维

度、考 试 焦 虑 情 境 维 度 和 群 体 活 动 适 应 维

度［１８］。相较于获得感，剥夺感带来的失落和不

满等消极情绪更容易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的适应障碍［１９］。因此，所体验到的获得感是影

响家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心 理 适 应 性 的 关 键 因

素［２０］。据此提 出 假 设 Ｈ１：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获得感正向影响其心理适应性。
（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与学校道

德氛围

学校道德氛围是指调控学校及班级社会关

系、影响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系统，

此处的规范 与 价 值 观 系 统 由 公 正 价 值 观、关 爱

价值观 和 宽 恕 价 值 观 所 主 导［２１］。根 据 已 有 研

究的操作性 定 义，高 校 道 德 氛 围 是 指 大 学 生 对

校园中的公正氛围、关爱氛围、宽恕氛围的感知

程度［２２］。已有研究表明，较高的获得感会提高

学生的学校道德氛围感知。获得感对学校道德

氛围感知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为：个 体 在 物 质 上 的

剥夺感和较低的心理满足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感受到低 健 康 获 得 感 和 低 学 业 获 得 感，由 此

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出现较低的道德氛围

感知。家庭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对 公 正、关 爱 和 宽

恕氛围 的 感 知 影 响 其 体 验 获 得 感 和 认 同 获 得

感［２３］。机会 获 得 感 是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发

挥主动 性 的 过 程［２４］。在 大 学 校 园 的 学 习 和 生

活中，家庭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会 内 化 更 稳 定 的 社

会心态，进而获得更高的道德氛围感知［２５］。体

验获得感强调人们情绪和情感的体验过程。在

群体内的横向比较会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产生失落感 和 差 距 心 理 等 消 极 情 绪 体 验，消 极

情绪体 验 的 获 得 感 会 影 响 他 们 的 道 德 氛 围 感

知，而积极情 绪 体 验 的 获 得 感 则 是 提 高 道 德 氛

围感知 的 前 置 因 素［２６］。认 同 获 得 感 旨 在 揭 示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和公共服务

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反应［２３］，个体实现自我价值

后所体验到的认同获得感与学校道德氛围感知

呈显著 正 相 关［２４］。由 此 提 出 假 设 Ｈ２：家 庭 经

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正向影响其学校道德氛围

感知。
（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校道德氛围感

知与心理适应性

学校道德氛围是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心理适 应 性 水 平 的 重 要 因 素［２７］。学 校 道 德 氛

围感知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会较好融入校园生活

环境，会更加愿意学习和参加各类校园活动，从

而降低产生适应性障碍的风险。根据社会因果

理论，学校道 德 氛 围 感 知 较 高 的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学生认为 应 该 参 加 学 习 与 实 践 活 动，表 现 出

较高的心理 适 应 性 水 平。现 有 研 究 证 实，家 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关爱氛围感知水平使得他们心

理适应 性 水 平 更 高［２８］。虽 然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生的家庭 经 济 基 础 相 对 薄 弱，但 其 心 理 期 待

却较高，也就更能够遵循道德原则和规范行动。

当他们对学 校 道 德 氛 围 的 感 知 水 平 较 低 时，理

想与现实的 差 距 会 引 起 强 烈 的 心 理 冲 突，因 而

会降低其心理适应性水平［２９］。此外，来自低收

入家庭的大 学 生，其 社 交 范 围 和 活 动 也 受 到 了

一定的限制，部 分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社 交 封

闭也影 响 了 其 心 理 适 应 性［３０］。据 此 提 出 假 设

Ｈ３：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校道德氛围感知正

向影响其心理适应性。
（四）学校道德氛围的中介作用

纵观已有研 究 不 难 发 现，获 得 感 是 个 体 意

愿和行为驱 动 的 重 要 因 素，但 是 获 得 感 如 何 影

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适应性及其作用

机制尚不清 楚。因 此，探 讨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获得感对 其 心 理 适 应 性 的 中 介 作 用 机 制，揭

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如何影响其心理

适应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已有

研究表明，学 校 道 德 氛 围 可 能 是 获 得 感 影 响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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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心 理 适 应 性 的 一 个 中 介 变

量，获得感 能 够 预 测 学 校 道 德 氛 围。比 如 何 小

芹等 发 现，获 得 感 与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密 切 相

关［３１］。房广顺等的研究也表明，获得感与适应

性二者呈正相关［３２］，即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获

得感，其学校道德氛围感知水平也会相应较高。

同时，学 校 道 德 氛 围 可 显 著 预 测 心 理 适 应 性。

学校道德氛围感知反映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对校园 学 习 与 生 活 的 期 望。根 据 期 望 价 值 理

论，人们认为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越大，从目标中

获得的激励值也就越大，那么，完成目标任务的

动机就越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学校道德

氛围感知水 平 越 高，其 心 理 适 应 性 水 平 也 会 越

高。因此，获得 感 是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感 知 的 重 要

前因变量，心 理 适 应 性 是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感 知 的

重要结果变量。在物质、情感和精神上，大学校

园均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了不同程度的

获得感 与 满 足 感，进而有助于提高家庭经 济 困

难大学生的学校道德氛围感知水平以及对校园

产生心理认同感，从而促进他们心理适应性水平

的提高。可以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获得感

越强烈，学校道德氛围感知水平越高，其心理适

应性会越强。据此提出假设 Ｈ４：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生的学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对心理适应性

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方案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Ｊ省４所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大

学生４６３名作 为 调 查 样 本，样 本 选 取 标 准 为 有

贫困建档并获得助学金的大学生。回收有效问

卷４３１份，有效率为９３．０９％。调查样本的基本

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变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２３５　 ５４．５２

女 １９６　 ４５．４８

是否独生
是 ７５　 １７．４０

否 ３５６　 ８２．６０

大中城市 ２０２　 ４６．８７

家庭居住地 县城 １５８　 ３６．６６

农村 ７１　 １６．４７

大一 ９８　 ２２．７３

年级
大二 １５７　 ３６．４３

大三 ８５　 １９．７２

大四 ９１　 ２１．１２

　　（二）研究工具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 采 用ＳＰＳＳ　２６．０和 ＡＭＯＳ　２３．０软

件，统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学校道德

氛围感知、心 理 适 应 性 三 个 变 量 及 其 具 体 维 度

的信度、效度。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变量指标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ＣＲ　 ＡＶＥ　 ＫＭＯ　 Ｐ 因子载荷

获得感

健康获得感 ０．９０２　 ０．９００　 ０．６４１

学业获得感 ０．９１８　 ０．９１１　 ０．７１８

机会获得感 ０．８８２　 ０．８９９　 ０．６４４

体验获得感 ０．８９９　 ０．９００　 ０．６９６

认同获得感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２　 ０．７０２

０．８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４－０．８４１

０．７９２－０．８９２

０．７６２－０．８７１

０．７６１－０．８９３

０．７５２－０．８９６

学校道德

氛围感知

公正道德 ０．８５６　 ０．８５２　 ０．６６２

关爱道德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０．７０３

宽恕道德 ０．８６５　 ０．８６７　 ０．５５４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６２－０．８６３

０．７１５－０．８２２

０．７０６－０．８０１

心理

适应性

身体与体育竞赛适应 ０．８８７　 ０．８８７　 ０．５６６

陌生情境与学习情境适应 ０．８８２　 ０．８８１　 ０．５４７

考试焦虑情境 ０．８６６　 ０．８６２　 ０．６７４

群体活动适应 ０．８６３　 ０．８６３　 ０．６７２

０．８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５－０．８７２

０．７１２－０．８５７

０．７００－０．８５１

０．７７６－０．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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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感量表

本量表借鉴 王 俊 秀 等 编 订 的“中 国 人 获 得

感量表”，结合家庭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校 园 生 活、

学习和发展需求，将获得感解构为健康获得感、

学业获得感、机会获得感、体验获得感和认同获

得感５个维度。健康获得感主要测量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满

足情况；学业获得感主 要 测 量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生对学校教育服务 满 足 情 况；机 会 获 得 感 主

要测量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对获得成功的机遇

和机会的满足情况；体 验 获 得 感 主 要 测 量 家 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校园学习与生活中所产生的

情感满足体验；认同获 得 感 主 要 测 量 家 庭 经 济

困难大学生在各种获 得 感 满 足 程 度 的 基 础 上，

对校园学 习 与 生 活 产 生 的 积 极 态 度 和 行 为 反

应。此量表共有２１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分量

表法，选项从非常不符 合 到 非 常 符 合 依 次 计 为

１－５分，分值越高，表示获得感越强烈。

２．学校道德氛围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伟强的“学校道德氛围问卷”

及李克特五分 量 表 法，共４０个 题 项，其 中４道

测谎题，选项从非常不 符 合 到 非 常 符 合 依 次 计

为１－５分，分值越 高，表 示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感 知

水平越高。问卷由“公正”“关爱”“宽恕”３个分

问卷组成。

３．青少年心理适应性量表

采用陈会昌的“青少年心理适应性量表”及

李克特五分量 表 法，共２０个 题 项，选 项 从 非 常

不符合到非 常 符 合 依 次 计 为１－５分，分 值 越

高，表示心理适应性水平越高，量表包括４个分

量表：身体与体育竞赛适应分量表、陌生情境与

学习情境适应分量表、考试焦虑情境分量表、群

体活动适应分量表。

（三）研究过程与统计步骤

１．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构建不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和包

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 型 进 行 对 比 分 析，拟 合 指

数结果如表３所示。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结构

方程模型检验的卡方值选取准则［３３］：卡方值的

选择应针对不同样本量选取不同的临界值。对

比 模 型 的 主 要 拟 合 指 数：χ２／ｄｆ ＝０．１１，

ΔＲＭＳＥＡ＝０．００１，ΔＧＦＩ＝０．００１，ΔＣＦＩ＝

０．００１，ΔＮＦＩ＝０．００１，ΔＩＦＩ＝０．００１。这 表 明

加入共同方法变异因 子 后，模 型 并 没 有 得 到 显

著的改善，即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３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

模型类型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不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 ４．３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８７３　 ０．９２１　 ０．９００　 ０．９１７

含有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 ４．４７４　 ０．０５２　 ０．８７４　 ０．９２２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８

　　２．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６．０对 数 据 进 行 描 述 性 统 计、

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首

先，在心理适应性水平上，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在心理适应性上的总体均分为３９．７６４，适应性

水平偏低，尤其是情境适应（Ｍ＝１４．６３８）、群体

活动（Ｍ＝１２．６５８）的 得 分 较 低。其 次，在 获 得

感上，学业获得感均值最高（Ｍ＝１７．４９３）、认同

获得感最低（Ｍ＝１１．３４１）。这反映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生在校园中能够感受到一定的学业获得

感，但对校园生活的认同、接受度却较低。最后，

在学 校 道 德 氛 围 上，学 校 关 爱 得 分 最 高（Ｍ＝

６０．５３６），学校宽恕得分最低（Ｍ＝５０．７４５），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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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对学校关爱道德氛围感

知水平较高，但校园宽恕氛围感知水平较低。

２．各变量及其维度的相关分析

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与心理适应性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ｒ＝０．６８１，ｐ＜０．０１），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生学校道德氛围与心理适应性之间呈显著

正相关（ｒ＝０．５２７，ｐ＜０．０１），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获得感与学校道德氛围之间显著正相关（ｒ＝
０．６７９，ｐ＜０．０１），如表４所示。

表４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学校道德氛围、心理适应性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１　 １Ａ　 １Ｂ　 １Ｃ　 １Ｄ　 １Ｅ　 ２　 ２Ａ　 ２Ｂ　 ２Ｃ　 ３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１获得感 １　　　

１Ａ健康获得感 ０.６１３＊＊ １　　　

１Ｂ学业获得感 ０.７８２＊＊ ０.３６５＊＊ １　　　

１Ｃ机会获得感 ０.７６３＊＊ ０.２６９＊＊ ０.５８２＊＊ １　　　

１Ｄ体验获得感 ０.７２９＊＊ ０.２８２＊＊ ０.５８２＊＊ ０.４６２＊＊ １　　　

１Ｅ认同获得感 ０.７０５＊＊ ０.２４８＊＊ ０.４５０＊＊ ０.５５８＊＊ ０.５３４＊＊ １　　　

２学校道德氛围 ０.６７９＊＊ ０.３５６＊＊ ０.５４７＊＊ ０.４７０＊＊ ０.４３３＊＊ ０.５０８＊＊ １　　　

２Ａ学校公正 ０.４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３５２＊＊ ０.２８９＊＊ ０.２６５＊＊ ０.４７４＊＊ ０.７４９＊＊ １　　　

２Ｂ学校关爱 ０.６５３＊＊ ０.３７５＊＊ ０.５８７＊＊ ０.４７８＊＊ ０.４６７＊＊ ０.３６３＊＊ ０.７２８＊＊ ０.５２３＊＊ １　　　

２Ｃ学校宽恕 ０.５３５＊＊ ０.２２５＊＊ ０.４４７＊＊ ０.４２２＊＊ ０.３４３＊＊ ０.３５４＊＊ ０.７１３＊＊ ０.４６４＊＊ ０.６０４＊＊ １　　　

３心理适应性 ０.６８１＊＊ ０.４２７＊＊ ０.５３７＊＊ ０.４６２＊＊ ０.３８５＊＊ ０.６８５＊＊ ０.５２７＊＊ ０.５９３＊＊ ０.５６６＊＊ ０.５２４＊＊ １　　　

３Ａ身体适应 ０.６２４＊＊ ０.３２３＊＊ ０.４６２＊＊ ０.４２２＊＊ ０.３９４＊＊ ０.６３２＊＊ ０.５０３＊＊ ０.５１７＊＊ ０.５１３＊＊ ０.４２７＊＊ ０.８２４＊＊ １　　　

３Ｂ情境适应 ０.５４１＊＊ ０.３０３＊＊ ０.４０５＊＊ ０.４０４＊＊ ０.３６５＊＊ ０.５８３＊＊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３＊＊ ０.４９８＊＊ ０.４０２＊＊ ０.８０２＊＊ ０.８５７＊＊ １　　　

３Ｃ考试焦虑 ０.５３２＊＊ ０.４２７＊＊ ０.４２３＊＊ ０.４４７＊＊ ０.３８３＊＊ ０.６１９＊＊ ０.４８３＊＊ ０.５０７＊＊ ０.５２０＊＊ ０.４１８＊＊ ０.８３５＊＊ ０.８３５＊＊ ０.８８６＊＊ １　　　

３Ｄ群体活动 ０.６０２＊＊ ０.３５７＊＊ ０.４４３＊＊ ０.４５３＊＊ ０.４７３＊＊ ０.６６５＊＊ ０.４５３＊＊ ０.５３６＊＊ ０.５５９＊＊ ０.４４７＊＊ ０.８５５＊＊ ０.８７６＊＊ ０.８８７＊＊ ０.８９３＊＊ １　　

Ｍ　 ７７.７６２　１６.７４６　１７.４９３　１５.８３５　１４.７９４　１１.３４１　１６２.４５２　５５.３８１　６０.５３６　５０.７４５　３９.７６４　１８.５７３　１４.６３８　１６.３５４　 １２.６５８

ＳＤ　 １２.６４５　 ３.３１２　 ３.６２６　 ２.２７３　 ２.２８２　 １.９２１　２１.２５２　 ８.３５５　 ９.３６４　 ８.８４２　 ４.８６５　 ３.６５３　 ３.１３３　 ３.５６３　 ２.０７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下同。

　　（二）多元回归结果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获得感及学校道德

氛围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结果如表５所示。

１．获得感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

在控制性别和年级两个变量的条件下，将

获得感作为预测变量，心 理 适 应 性 作 为 结 果 变

量纳入回归 方 程。结 果 表 明，获 得 感 正 向 影 响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获得感提高

１个单位，心 理 适 应 性 随 之 增 加０．３５６个 单 位

（β＝０．３５６），预测变量可以解 释１３．７％的 心 理

适应性。

２．学校道德氛围对心理适应性的影响

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基础上，将学校道德

氛围作为预测变量，学 校 道 德 氛 围 对 心 理 适 应

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解释率为１２．７％。

将性别、年级、获得感和学校道德氛围同时进入

回归方程后，预测变量解释率为１９．３％，且能正

向显著预测心理适应性。说明各因素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 具 有 稳 定 性。综 上，可 通 过 增 强 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获得感和改善学校道德氛

围感知水 平 的 路 径 来 实 现 提 升 心 理 适 应 性 水

平。

３．学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和心理适应性中

的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的检验参照温忠麟等提出的步骤进

行［３３］。结果如表６所示，获得感对心理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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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率为１２．２％。当加入学校道德氛围这一变量

后，其解释率为１７．２％，结果仍然显著。因此，学

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与心理适应性之间起部分

的中介作用。其中介作用的路径如图１所示。

表５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数

Ｒ　 Ｒ２　 Ｆ

显著性

β ｔ

性别 －０．０４８ －１．０９５

心理适应性 年级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７　 ２２．５７３＊＊＊ －０．１１２ －２．４２０＊

获得感 ０．３５６　 ７．８９０＊＊＊

性别 －０．０６１ －１．３８３

学校道德氛围 年级 ０．４３５　 ０．１８９　 ３３．１７３＊＊＊ －０．０１９ －０．４３８

获得感 ０．４３５　 １０．２４２＊＊＊

性别 －０．０２９ －０．６２８

心理适应性 年级 ０．３６８　 ０．１２７　 ２０．２７３＊＊＊ －０．０９３ －２．０７５＊

学校道德氛围 ０．３４４　 ７．５８２＊＊＊

性别

０．４４７　 ０．１９３　 ２４．５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８２８

心理适应性
年级 －０．１０３ －２．３７３＊

获得感 ０．２６４　 ５．２５７＊＊＊

学校道德氛围 ０．２２６　 ４．８１２＊＊＊

表６　学校道德氛围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和心理适应性的中介作用回归模型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２　 Ｆ β ｔ

方程一 心理适应性 获得感 ０．１２２　 ６０．０７２＊＊＊ ０．３６１　 ７．８３３＊＊＊

方程二 学校道德氛围 获得感 ０．１９１　 ９８．１４５＊＊＊ ０．４４２　 ９．９８２＊＊＊

方程三 心理适应性
获得感

０．１７２　 ５１．３１４＊＊＊
０．２５７　 ５．６３９＊＊＊

学校道德氛围 ０．２３６　 ４．８２３＊＊＊

心理适应性

学校道德氛围

获得感

0.236***0.442***

0.361(0.257***)

图１　学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与心理适应性

的中介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一）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水平

偏低

总体来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

性水平偏低，尤其是在 陌 生 情 境 与 学 习 情 境 适

应分量表 和 群 体 活 动 适 应 分 量 表 上 的 得 分 较

低。这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３４］。家 庭 经 济

困难大学生由于家庭 经 济 压 力 较 大，在 面 对 新

环境时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尽管国家和各院校

已经建立起相 对 健 全 和 完 善 的“奖、助、贷、补、

减、免”一体化的资助系统，努力解决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 上 学 难 问 题。一 方 面，学 校 积 极 采

取有效措施，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建档立卡，

在校期间为其开辟多 途 径“绿 色 通 道”。诚 然，

物质帮扶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经济压

力，让他们能够平等享受教育机会。但是，对于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和心理需求的

关注度却远远不够，因 而 导 致 其 心 理 适 应 性 水

平较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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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贫困”问题不能仅 仅 依 靠 经 济 援 助，

心理支持更是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树立正

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保障。同样，

在陌生情境与学习情境适应这一维度上得分越

低，说明个体在陌生环 境 与 学 习 情 境 中 的 适 应

性水平越低。结 果 再 次 表 明，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生的心理适应状况 并 不 乐 观，大 多 数 存 在 心

理适应问题，表现在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学

习方式、新的人际交往 圈 子 时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心理适应不良问题。而在身体与体育竞赛适应

维度 上 得 分 呈 中 等 水 平，这 与 已 有 研 究 一

致［３５］。可见，随 着 生 活 条 件 和 生 活 质 量 的 提

高，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生 在 身 体 发 展 方 面 也 随

之提升，经济帮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二）家庭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获 得 感、学 校 道

德氛围与心理适应性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获得感、学校道德氛围与心

理适应性两 两 之 间 呈 显 著 正 相 关。首 先，家 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获 得 感 水 平 越 高，其 感 知 到

的学校道德氛围程度越高。李伟强等的研究结

果也表明，提升学生的 获 得 感 水 平 可 以 提 高 学

生对学 校 道 德 氛 围 的 感 知 程 度［３６］。与 其 他 学

生群体一样，家庭经济 困 难 大 学 生 对 学 校 道 德

氛围的感知程度受到获得感的影响。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获得感水平越高，其满足感越强，其

在道德评价时就越倾 向 基 于 公 正、关 爱 和 宽 恕

作出判断。其次，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适应性受到学校道德 氛 围 的 影 响，这 与 前 人 研

究结果 一 致［３７］。学 校 师 生 在 面 对 不 同 学 业 成

绩、不同 家 境 背 景 的 学 生 时，其 观 点 越 趋 向 公

平、公正，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感知到的公正程

度就越高，他们就更确 信 学 校 师 生 并 不 会 因 为

个人的家庭背景而差 别 对 待，进 而 其 焦 虑 水 平

减低，更加愿意参加群体活动，因而适应性水平

就越高。与此同 时，当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面

临困难时，如果学校师 生 总 是 能 够 及 时 给 予 积

极的关注和支持，即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感 知

到的关爱程度越高，他 们 会 体 验 到 更 多 的 归 属

感、拥有更高生命意义感，进而具有更高水平的

心理适应性。另 外，当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面

临人际冲突和规则冲突时，如果学校师生总是能

够给予宽容和谅解，则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感知

到的宽容性也就越高，其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越

高，其心理适应性水平也会越高。最后，家庭经

济困难大 学 生 心 理 适 应 性 受 到 获 得 感 的 影 响。

获得感水平较低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更容易

产生无助感、挫败感等负面情绪，负面情绪的积

累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适应性水平。

（三）获得感、学 校 道 德 氛 围 对 家 庭 经 济 困

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均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得感和学校道德氛

围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的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无论是总 体 获 得 感 还 是 各 分 维 度

（健康获得感、学业获得感、机会获得感、体验获

得感和认同获得感）对家庭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的

心理适应性 均 有 显 著 影 响。已 有 研 究 表 明，获

得感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起着重

要的影响［３８－３９］。具 体 来 说，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获得 感 水 平 越 低，学 生 的 满 足 感、归 属 感 越

低，且更容易产生无助感和孤立感，进而更容易

产生心理适 应 性 问 题。此 外，学 校 道 德 氛 围 感

知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适应性的影响具

体表现为：较高程度的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感 知 有 助

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树 立 正 确 的 价 值 观，形 成

积极的社会心态，他们更能理性、客观地面对困

难或挫折，努力调试心理上的不适应，但其获得

感不能完全决定心理适应性水平。

（四）学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和心理适应性

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学校道德氛围在获得感和心理适应性中只

是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是 因 为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生的心 理 适 应 性 并 不 完 全 由 获 得 感 水 平 决

定，也与校园 道 德 氛 围 感 知 程 度 有 关。为 切 实

有效地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心理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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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以通过提高获 得 感 水 平 和 提 升 学 校 道

德氛围感知程度来实现。无论是早期布鲁格曼

等人的调查 还 是 近 期 学 者 的 研 究［４０－４２］，结 果 都

表明，当从认知、情 感、意 志 三 个 方 面 对 学 校 道

德氛围进行界定时，个体感知公正、关爱和宽恕

维度均会产生变化，而 不 仅 是 单 一 认 知 或 情 感

维度的影响。因 此，对 于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而言，一 方 面，家 庭 和 学 校 可 以 通 过 促 进 其 健

康、学业满足感，提高其机会获得感来强化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积极 的 体 验 获 得 感，从 而 达 成

其对环境的认同获得 感，进 而 促 进 其 提 升 心 理

适应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学校公正、学

校关爱和学校宽恕感 知 程 度，让 其 体 验 到 公 正

的道德氛围，在面对困境时体验到积极、温暖的

关爱氛围，而当犯错时又能够体验到包容、宽恕

的道德氛围，从而提高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大 学 生 的

归属感，增强其心理适应性。总之，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生获得感水平 越 高，学 校 道 德 氛 围 越 浓

厚，学生感知到 的 公 正、关 爱 和 宽 恕 氛 围 越 强，

其越能够进行积极的 社 会 认 知 和 归 因，越 能 够

表现出与环境相适应 的 行 为，从 而 拥 有 较 高 的

心理适应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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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１９０－１９１，２０６．

［６］胡瑜凤，唐日新．社 会 支 持 对 贫 困 大 学 生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影响［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８）：７３７－７３８．

［７］许德镇．社会支持 对 贫 困 大 学 生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影 响：以

上海第二 工 业 大 学 为 例［Ｊ］．上 海 第 二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５（１）：８３－８９．

［８］张浩，胡姝．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十年变迁与未来挑战：以

《教育规划 纲 要》实 施 为 背 景［Ｊ］．中 国 高 教 研 究，２０２０

（１０）：２１－２６．

［９］谈传生，陶传谱．大 中 小 学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一 体 化 运 行 模

式建构：以“健康中国”理念为视角［Ｊ］．长沙理工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１１２－１２０．

［１０］张雪华．高 校 贫 困 生 的 心 理 状 况 调 查 与 对 策 分 析［Ｊ］．

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１４（４）：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刘晓琳，邢 红 旗．高 校 贫 困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探 究

［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３）：４１－４２．

［１２］张海艳．高 校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研 究［Ｊ］．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３４－３８．

［１３］化磊，贾红果，陈 学 宁．积 极 心 理 学 视 域 下 高 校 贫 困 生

心理健康教育探析［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６（１２）：９２－９４．

［１４］朱阳莉，陶云．后脱贫时代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贫困”

成因及疏解路径探析［Ｊ］．黑龙江科学，２０２２（９）：１－４，９．

［１５］李碧静．高 校 贫 困 生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问 题 与 对 策［Ｊ］．广

西教育，２０２０（４３）：１３７－１３８．

［１６］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等．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

［Ｊ］．心理学探新，２０１９（５）：４６８－４７３．

［１７］蔺海沣，王孟霞．乡村青年教师获得感如何影响其留岗

意愿：生活满意 度 的 中 介 效 应［Ｊ］．湖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科学学报，２０２２（２）：５９－７５．

［１８］陈 会 昌，胆 增 寿，陈 建 绩．青 少 年 心 理 适 应 性 量 表

（ＡＰＡＳ）的 编 制 及 其 初 步 常 模［Ｊ］．心 理 发 展 与 教 育，

１９９５（３）：２８－３２．

［１９］常凡，林珀吏，艾 华．中 医 药 高 等 院 校 护 理 专 业 贫 困 生

的心理健康状 况 研 究［Ｊ］．中 医 药 管 理 杂 志，２０２２（８）：

４３－４５．

［２０］刘经兰．高 师 院 校 贫 困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调 查 研 究［Ｊ］．

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１（３５）：７８－７９．

［２１］李伟强．学校道德氛围心理学研究［Ｄ］．上海：上海师范

大学，２００７．

［２２］胡颖慧．学校道德氛围量表的编制及应用［Ｄ］．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２３］钱力，倪修凤．贫困人口扶贫政策获得感评价与提升路

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Ｊ］．人 文 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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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谭旭运，董洪 杰，张 跃，等．获 得 感 的 概 念 内 涵、结 构 及

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Ｊ］．社会 学 研 究，２０２０（５）：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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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

［２７］冯建军．走向道德的生 命 教 育［Ｊ］．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４（６）：

３３－４０．

［２８］黄维，欧海钊，施 湘 元．高 校 学 生 资 助 对 大 学 生 社 会 信

任的影响研究［Ｊ］．长 沙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４）：１０７－１１５．

［２９］王思名．校园文 化 对 大 学 生 思 想 品 德 形 成 的 作 用 研 究

［Ｄ］．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３０］薛莉．民主与关心：良 好 学 校 道 德 氛 围 的 双 重 基 础［Ｊ］．

内蒙古师 范 大 学 学 报（教 育 科 学 版），２００５（６）：３８－４０

，６７．

［３１］何小芹，曾韵熹，叶 一 舵．贫 困 大 学 生 相 对 获 得 感 的 现

状调查 分 析［Ｊ］．锦 州 医 科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７（３）：６５－６７．

［３２］房广顺，李鸿凯．以大学生获得感为核心提升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质量［Ｊ］．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８（２）：５６－６１．

［３３］温忠麟，叶宝娟．有 调 节 的 中 介 模 型 检 验 方 法：竞 争 还

是替补？［Ｊ］．心理学报，２０１４（５）：７１４－７２６．

［３４］陈飞．高校贫困生主观幸福感调查及提升策略：基于福

州地区五所高校的实证分析［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６）：１０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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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Ｊ］．Ｓｔｕｄｉｏ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１９９８，４０（０４）：

２６１－２６５．

［３６］李伟强，郭本禹，郑剑锋，等．学校道德氛围知觉对道德

发展影响的教育干预实验［Ｊ］．心 理 科 学，２０１３（２）：３９０

－３９４．

［３７］范令一．中学生生命意义感及其与良心、学校道德氛围

的关系研究［Ｄ］．长沙：湖南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３８］石怡，周永红，曾垂凯．大学生心理控制源与学校适应：

应对方式的中 介 作 用［Ｊ］．中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杂 志，２０１５

（３）：５３８－５４０，５４７．

［３９］梁土坤．环 境 因 素、政 策 效 应 与 低 收 入 家 庭 经 济 获 得

感：基于２０１６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调查数据的实证

分析［Ｊ］．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８（９）：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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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４１］李伟强，岑国桢．学校道德氛围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及思

考［Ｊ］．上海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基 础 教 育 版），２００７（１）：４９

－５３．

［４２］李喆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特征及帮扶对策：以

南京财经大学为例［Ｊ］．江苏教育，２０２２（８）：３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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