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收费制度的改革，贫困生的

数量日益增多，他们不仅面临着经济和生活的压力，

而且也产生了一系列心理问题，作为社会高层次人

才，他们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社会上给予了贫

困生一定程度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贫困

生的心理健康，本文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角度

进行探讨，试图为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研究对象

选取河南大学获得贫困补助的学生!"#名，非贫

困生!"$名，其中在贫困生中男生%&人，女生’%人，非

贫困生中男生#(人，女生(’人，发放问卷"#$份，回收

有效问卷"’#份，回收率为)%*。

#" 研究工具

（!） 采 用 肖 水 源 编 制 的 社 会 支 持 评 定 量 表

（++,+）。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等-个维度以及支持总分。〔!〕（"）采用王征

宇翻译的症状自评量表（+./0)$），有)个因子（躯体

化、强迫症、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

精神病），按#个等级评分。〔"〕对被试进行集体施测，

答题前给予统一指导语。资料统计采用+1++!!2#完

成。

三、结果

!$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见

表!）

对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0)$的各因子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贫困生在+./0)$上

的总分和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非贫困生，并且除敌

意和恐怖外，其他&个因子及总分均达到显著水平。

#"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社会支持状况比较（见

表#）

对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除客

观支持外，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上前

者低于后者，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对社会支持的

!$个项目进行比较，发现除居住环境、邻居支持、家

人支持、经济支持、安慰关心外，在朋友支持、同学支

持、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参加活动上的得分差异显

著。

%" 社会支持与&’()*+各因子相关分析（见表,）

表’和 表#显 示 ， 无 论 贫 困 生 还 是 非 贫 困 生 ，

+./0)$各因子和社会支持量表的三个维度及总分

呈负相关，并且大部分指标间相关显著。

," 对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进行多因素逐步回

归分析

（!）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上进行多因素逐步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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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各因子分比较

贫困生（()!*+） 非贫困生（()!*’）
因 素 ,

（-."/） （-."/）

躯体化 +012.’012 3045.’013 *055!!

强迫症状 !’0++.’0++ 20!5.’0++ 30’1!!

人际关系敏感 20*+.’0+1 50+*.’0+’ *03!!

抑 郁 !’0*&.’04! 20!*.’052 *0!&!

焦 虑 40*!.’01& 102!.’01* 3052!!

敌 意 30&2.’03! *022.’0*5 *04+
恐 怖 303’.’03’ *054.’03’ !01&
偏 执 101*.’03* 303’.’0*& *0+&!

精神病性 5041.’0+’ +0’’.’01* *05&!!

总 分 5+031.3021 12025.305’ 30!3!!

注：!!"#$#%， !!!"#$#&

表*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社会支持状况比较

贫困生（()!*+） 非贫困生（()!*’）
因 素 ,

（-."/） （-."/）

朋友支持 *045.’0’2 30!3.’0’2 %30*&!!

居住环境 30’!.’0’3 30’!.’0’* %’0’!
邻居支持 *054.’0’2 *02!.’02’ %!0*3
同学支持 *054.’05’ *025.’05’ %*0!4!

家人支持 &0&5.’0*5 !’053.’0*& %!04*
经济支持 *055.’0!’ *052.’0!! %’0!3
安慰关心 *041.’0!’ *041.’0’& %’0**
倾诉方式 *0’1.’0’4 *0++.’0’2 %1044!!

求助方式 *03’.’0’4 *02’.’0’4 %10&2!!

参加活动 *0’+.’0’5 *0+2.’0’2 %+014!!

客观支持 201’.’032 201+.’0!2 %’0!&
主观支持 !20’5.’032 !&031.’032 %*0+1!

支持利用度 503&.’0!1 40&3.’0!+ %401!!!

支持总分 3*025.’0+1 3+02!.’0+1 %302+!!

注：!!"#$#%， !!!"#$#&

表3 贫困生社会支持与"#$%&’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利用度 支持总分
因 素 6值 7值 6值 7值 6值 7值 6值 7值

躯体化 %’0!2&! ’0’3+ %’0122!! ’0’’’ %’0!*5 ’0!5* %’0132!! ’0’’’
强迫症状 %’0*&2!! ’0’’! %’0+4&!! ’0’’’ %’033&!! ’0’’’ %’0+&1!! ’0’’’
人际关系敏感 %’033&!! ’0’’’ %’05!5!! ’0’’’ %’0343!! ’0’’’ %’051*!! ’0’’’
抑 郁 %’0351!! ’0’’’ %’0545!! ’0’’’ %’0*22!! ’0’’’ %’054!!! ’0’’’
焦 虑 %’0*&&!! ’0’’! %’0+1+!! ’0’’’ %’0**5! ’0’!! %’0+1!!! ’0’’’
敌 意 %’0*+!!! ’0’’+ %’0121!! ’0’’’ %’0!2&! ’0’3+ %’0143!! ’0’’’
恐 怖 %’03!1!! ’0’’’ %’03++!! ’0’’’ %’0*41!! ’0’’* %’01*+!! ’0’’’
偏 执 %’0*’!! ’0’*+ %’0+*1!! ’0’’’ %’0!22! ’0’35 %’0123!! ’0’’’
精神病性 %’0332!! ’0’’’ %’0532!! ’0’’’ %’0*&’!! ’0’’! %’0535!! ’0’’’
"#$%&’总分 %’0311!! ’0’’’ %’055!!! ’0’’’ %’0*&5!! ’0’’! %’05+5!! ’0’’’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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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 型 " #$%&

’ ’(")
* （常数） *+,&-., */&0// .&...

朋友支持 1+2&3+* 1.&,,0 1*.&+/3 .&...
+ （常数） *0,&-20 *-&*/+ .&...

朋友支持 1*3&220 1.&00- 1/&33- .&...
邻居支持 1*+&*33 1.&+/+ 10&-0- .&...

2 （常数） *!*&233 *-&0.+ .&...
朋友支持 1*/&2*/ 1.&0.* 1/&*3- .&...
邻居支持 1**&.*2 1.&+0, 10&0/. .&...
求助方式 13&/0* 1.&+.0 12&-// .&...

0 （常数） */*&!, *-&*2. .&...
朋友支持 1*,&.!, 1.&203 1,&3-. .&...
邻居支持 1*.&0.2 1.&+2+ 10&+,- .&...
求助方式 13&022 1.&*3/ 12&/33 .&...
家人支持 1*&-/. 1.&*0! 1+&!// .&..-

, （常数） *-*&..! */&3-0 .&...
朋友支持 1*2&+*2 1.&2.! 1,&.-3 .&...
邻居支持 1-&*3! 1.&*-+ 12&*3* .&..+
求助方式 1-&+/+ 1.&*/2 12&2*+ .&..*
家人支持 1*&-+3 1.&*02 1+&!0/ .&..3
同学支持 1-&/,0 1.&*,+ 1+&,+3 .&.*+

! 因变量：心理健康

表0 非贫困生社会支持与#4513.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利用度 支持总分
因 素 6值 7值 6值 7值 6值 7值 6值 7值

躯体化 1.&./! .&0.3 1.&+/,!! .&..+ 1.&*+/ .&*!- 1.&+,0!! .&..,
强迫症状 1.&*+3 .&*!. 1.&0!3!! .&... 1.&*/ .&.!2 1.&0+.!! .&...
人际关系敏感 1.&+2/!! .&..3 1.&0/3!! .&... 1.&++*! .&.*, 1.&0//!! .&...
抑 郁 1.&*23 .&*2. 1.&0/.!! .&... 1.&+,!!! .&.., 1.&00-!! .&...
焦 虑 1.&.0* .&*.! 1.&2+,!! .&... 1.&*00! .&.*, 1.&+-+!! .&...
敌 意 1.&.0* .&!,! 1.&2+,!! .&... 1.&*00 .&**/ 1.&+-+!! .&..+
恐 怖 1.&*+/ .&*!! 1.&2,-!! .&... 1.&*-+! .&.0! 1.&20,!! .&...
偏 执 1.&.2! .&!3- 1.&22.!! .&... 1.&+.-! .&.+2 1.&2.+!! .&..*
精神病性 1.&./- .&23/ 1.&0**!! .&... 1.&*/. .&.!0 1.&2!+!! .&...
#4513.总分 1.&*2/ .&*2! 1.&0/*!! .&... 1.&+2/!! .&..3 1.&00+!! .&...

注：!"#$%$&， !!"#$%$’

表,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

非标准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模 型 " #$%&

’ ’(")

* （常数） *,2&/*/ *,&32/ .&...
主观支持 1,&+20 1.&,!+ 1*.&0-. .&...

+ （常数） */0&/+! *!&.+! .&...
主观支持 10&!23 1.&03- 13&.-0 .&...
支持利用度 10&,** 1.&+.- 12&/-/ .&...

! 因变量：心理健康

从表,可以看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对心理

健康具有预测作用。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

康之间存在着线形回归关系。

（+）在社会支持量表的*.个项目上进行逐步多

因素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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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朋友支持、邻居支持、同学支持、家人

支持、求助方式对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朋友支

持、邻居支持、同学支持、家人支持、求助方式与心理

健康之间存在线形回归关系。

四、结论

许多研究者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人们的

身心健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社会支持

的三个维度与"#$%&’总分及各个因子负相关，并且

大部分指标差异显著，贫困生的"#$%&’及各因子分

均高于非贫困生，贫困生主要的心理问题表现为人

际敏感、强迫、抑郁、焦虑、易走极端等，对这些问题

我们要进行针对性的干预。

除客观支持外，贫困生的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

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另外，在社会支持的(’个项目中，朋友支持、同学

支持、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参加活动的得分高于非

贫困生，差异显著，说明贫困生被尊重、被理解的满

意度不高，不善于利用和支配周围的各种有利资源，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培养贫困生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

受性，引导贫困生积极争取和接纳别人的帮助和关

心，不要有思想包袱。

从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多元回归分析也可以

看出，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心理健康有预测作

用，说明良好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效果越好，

越有利于身心健康。从对社会支持的(’个项目的回

归分析可以详细的看出，在朋友、家人、同学、邻居等

方面的支持度高有利于贫困生的身心健康，反之亦

然。所以，我们帮助贫困生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周围的人际关系和谐，心情就很轻松，心理就很

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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