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教育前沿                                                                             

 21 

新时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 

——以暨南大学深圳校区为例 
陈丽颖 

（暨南大学深圳校区  广东深圳  510632） 

摘要：本文基于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经济状况、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和学习成绩，探讨各因素对大学生幸福观的影响。研究

表明，人际关系、经济状况以及身体健康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大学生可通过在社交中获得情绪价值，规律的体育锻炼

保持身体健康，自食其力取得一定经济来源，合理支配资金流向，做到学业与生活的平衡，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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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始终走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孔子的幸福思想是其德

性幸福逐渐形成、演变的根本基础。修身养性为第一步，其后

则实现弘道幸福，最终与道合一[1]。德性幸福中提到 “孔颜之

乐”，即追求精神幸福；其涉及到了三个不同的方面，其中就包

含了幸福与幸福感，“乐感”等也体现了德性幸福的鲜明特质[2]。

在文化发展中，其与孟子的所提倡的幸福相融合、创新，逐步

明确了“乐”之生活，体现了其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3]。新

时期大学生幸福观，是指在当今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条件下，大

学生对于幸福持有的某种看法，它的产生主要是社会、家庭、

校园和自身生活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4]。了解学习马克思

主义幸福观，通过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探索如何构建形成

正确的幸福观[5]。本文以问卷的基本形式展开话题，探讨大学生

对于幸福观的基本认识，以及幸福观的分类和影响大学生幸福

观的因素，通过调查结果从自我改善，学校，家庭提供引导等

方面给出如何提升幸福感和如何培养正确幸福观的建议。旨在

为共同创建和谐幸福的校园生活，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提供理

论参考。 

一、调查对象与调研方法 

（一）调查对象 

以暨南大学深圳校区作为调查地点，共调查了 462 位大学

生。其中，男生所占比重为 34.35%，女生所占比重为 65.65%，

其中大一学生 368 人，占总样本量的 79.8%，大二学生 51 人，

占总样本量的 11.1%，大三、大四、研究生共占比 9.2%（图 1）。 

 

图 1 调查对象性别（A）和年级（B）占比 

（二）调研方法 

使用“Credamo 见数”来制作高校大学生幸福观的调查问

卷，以影响幸福观的因素、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幸福观为主要

内容。累计收到有效问卷 262 份。 

二、现状分析 

（一）幸福感的定义 

定义 1:幸福是一种因某件事产生的突然的、瞬间的感觉。

定义 2:幸福是一种稳定的、持续时间长的情感状态。调查发现，

幸福的定义 2 认同率是幸福的定义 1 认同率的 1.78 倍 (图 2C)，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幸福的两种定义的认可度占比相同 

(图 2D)。 

 

图 2 幸福的定义（C）和年级（D）的占比 

（二）幸福感的来源 

原生家庭的温暖和谐是提供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6]。有近

20%的被调查者表示因家庭关系让他们感到幸福。真挚的友谊

如同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7]，35.12%的被调查者认为友

谊关系让他们倍感幸福 (图 2E)。爱情如阳光般温暖，如月光般

浪漫，让人心生向往[8]。12.21%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的爱情关

系给了他们幸福感 (图 2E)。 

从幸福的状态来看，有 35 人 (占比 13.4%) (图 2F) 表示他

们一直处在一种幸福状态中，然而，还有 44 人 (占比 16.8%) (图

2F) 表示没有特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幸福，这可能代表这些人

处于内卷的环境中，导致幸福感的体验程度下降[9]。以上分析表

A B 

C D 



                                                                            时代教育前沿 

 22 

明，家庭关系、友谊关系、爱情关系、志愿服务等是近期让受

访者感受到幸福的主要方面。 

 

图 3 幸福感来源（E）和年级（F）占比 

（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人际关系、经济状况，身体健康，学习成绩以及职业规划

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几个重要因素。调查发现，人际关系对

于大学生的幸福感影响最大，排名第二的是经济状况和身体健

康，其次是学习成绩和职业规划，经济状况等(图 5G)。个人成

就和学业进步也是获得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当他们实现自己设

定的目标或取得进步时，会感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10]。根据马

斯洛需求理论可以发现，幸福感更多的来自“爱与归属”这一

层面。 这一层面能够建立情感联系，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得宣泄

表达，激发幸福感[11]。所处年级与幸福感来源也存在着一定的

关系，幸福观也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表明幸福

观的变化性，成熟性 (图 5H)。 

 

图 4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I）和年级（J）的关系 

三、提升幸福感的建议 

1.积极主动学习新思想 

人生观的建立十分重要，大学生必须脚踏实地的专注学业，

争做时代的践行者，引领者。另一方面，大学生应当始终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持续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并弘扬中华优

良传统美德，形成对主流幸福观的正确认知。 

2.注重人际关系 

大学生应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联系，投入到积极健康的社交

和人际关系中。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交活动，加强学生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王琴等人指出，大学生应建立积极正向的心态，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圈，增加自身在学校和同学中的认同感。 

3.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和志愿活动 

大学生可以投通过参加社团活动、运动、绘画等提高个人

的幸福感。同时，参与志愿服务、或社区活动，传递爱心也能

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 

4.坚定理想信念，参与社会实践 

大学生应把个人进步与社会幸福相联系，把个人梦想融入

中国梦，培养为其奋斗的品质，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大学生应

该明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方向，注重个人成长与发展，回报社

会。 

5.提供心理健康资源支持： 

学校可以提供心理健康资源，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心理

困扰。增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鼓励寻求专业帮助。善于

树立自信，在学习、生活中不断培养寻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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