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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三量表,对920

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旨在考察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中介效

应。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能负向预测感恩和生命意义感,青少年感恩能够正向预测生命

意义感,感恩在负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对提升青少年生

命意义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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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Youth Life Events Scale, Youth Gratitude 

Scale, and Meaning in Life Scale, which were administered to 920 adolescent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ratitu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ga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ly predicted gratitude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in adolescents, gratitude positively predicte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gratitude played a fu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mong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enhancing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mong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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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心理冲突和问题多发的“危险期”,心理

发展尚不成熟,压力应对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缺乏等原因

使其更容易受到突发社会变化的冲击。近些年来,关于青少年自

杀和自伤的报道日益增多。据研究,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青少

年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发生率分别攀升至20.9%和10.8%,显著超

过疫情前的数据[1]。此外,有调查显示,我国中学生中有22.9%

报告有过自杀意念,4.7%报告有过自杀未遂,这一比例略高于日

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2]。根据前人研究可知,自杀意念、青少

年的自伤行为、抑郁和焦虑等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出现均与生命

意义感的缺失存在较大的相关性[3]。生命意义感是人们对自己

生命目标与目的的理解和追求,是中学生面对挫折时的精神支

柱[4]。提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能保证个体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幸福

感水平的提高[5]。在此背景下,研究青少年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

制,从而提升生命意义感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

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外部应激源,会对个体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导

致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6]。感恩

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情绪缓解负性刺激带来的消极情绪情感、减

轻痛苦体验,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7]。因此,本研究聚焦

负性生活事件、感恩及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假设

1：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能负向预测感恩和生命意义感；假设2：

青少年感恩能够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假设3：感恩在负性生活

事件与青少年生命意义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被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方便抽样在江苏省泰州市两

所中学,选取初中一到高二5个年级,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抽

样,共发放9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62份,有效率 93.7%。  

1.2研究工具 

1.2.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本研究采用刘贤臣开发,后经辛秀红等人于2015年修订的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用于评估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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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和强度。量表包含26项可能引发青少年心理反应的负性

生活事件,并要求受访者在开始之前确认这些事件在过去的六

个月之内是否发生[8]。量表由惩罚经历、损失体验、人际交往

压力、学习压力和健康适应五个因子组成。每个生活事件的负

面影响程度分为五个级别,从“无影响”到“影响极重”,得分

越高,说明该学生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量表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0.89,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0-0.75之间。 

1.2.2青少年感恩量表 

本研究采用何安明编制的《青少年感恩量表》,该量表设置

基于“对象、内容和操作”三维结构模型[9],包含“他人、社会、

自然”三个对象维度,以及“状态感恩”和“特质感恩”两个内

容维度,和“感知和体验”“表达和回报”两个操作维度。这个

评估工具的核心目标在于衡量青少年的感激之情,一共包含23

道题目,使用5分制,而12、15、22三题则是逆向计分。总分越

高,说明个体的感恩水平越高。这个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

数达到了 0.90,而其各个部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则在

0.62-0.81之间。 

1.2.3生命意义感问卷 

本研究还采纳了王鑫强于2013年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问

卷》。对Steger及其团队所创建的初级生活意识评估指标（MLQ）

的翻译与调整,对中国的实际应用有着更好的效果[10]。这个测

试被划分为“生命意义体验感”和“生命意义寻求感”两个维

度部分,每个维度包含部分都有5个题目,共计十个题目。每个题

目采用7级评分,其中第2题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

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0.83,生命意义体验感分问卷和生命意义寻求感问卷α系数

为0.71、0.85,信效度良好。 

1.2.4数据处理 

使用SPSS26来整理和分析问卷数据,包括描述性分析、差异

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并利用SPSS的Process进行中介

效应的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共同方法偏差 

表1 负性生活事件、感恩对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变量 负性生活事件 感恩 生命意义感

负性生活事件 1

感恩 *** -0.20 1

生命意义感 -0.12* 0.55***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为了确保所收集数据的客观性,本研究通过应用Harman 的

单因子检验方法,对三个测试量表中包含的所有全部问题都进

行了因子分析。这一步骤的目的是检测数据中是否存在显著的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共有14个因子的特征根值超过1,

而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仅为19.24%,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据

此可以得出结论,本研究的数据并未受到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影响。 

2.2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感恩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负性生活事件、感恩、生命意义感三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对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感恩、生命意义

感呈显著的负相关(r=-0.20,p<0.001；r=-0.12,p<0.05；r=- 

0.22,p<0.001),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得分高的个体,感恩、生命意

义感较低。感恩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r=0.55, 

p<0.001),即青少年感恩越高,其生命意义感的水平也会越高。因

此,可以假设这三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然而,这一效

应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证检验。 

2.3青少年感恩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

效应分析 

在本研究中对负性生活事件、感恩、生命意义感进行了相

关性分析,发现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为了深入探

索这些变量之间的确切联系,本研究采用SPSS的ProcessV3.3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首先选择模型4,以负性生活事件为

预测变量,感恩为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为结果变量,由于年

级作为人口学变量对青少年感恩及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具有

显著影响,因此选择年级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中介作用检验,具

体结果见表2。 

表2 负性生活事件、感恩对生命意义感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参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
2 F β t

感恩 负性生活事件
年级

0.219 0.048 10.681 -0.198 0.104

-4.165

***

2.180

生命意义感 负性生活事件

年级

0.150 0.023 4.853 -0.112 0.105

-2.32

1
*

2.171

生命意义感 感恩

负性生活事件

年级

0.542 0.294 58.974 0.534

-0.007 0.050
12.791

***

-
0.150

1.201
 

表3  感恩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效应 效应值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总效应 -0.098 -0.179 -0.016

负性生活事件→生命意义

感
直接效应 -0.006 -0.077 0.067

负性生活事件→感恩→生

命意义感
中介效应 -0.092 -0.144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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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年级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负

向预测感恩(β=-0.198,t=-4.165,p<0.001)与生命意义感(β

=-0.112,t=-2.33,p<0.05),该项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1。但当负

性生活事件与感恩同时预测生命意义感时,感恩显著正向预测

生命意义感水平(β=0.534,t=12.791,p<0.001),负性生活事件

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07,t=-0.150,p>0.05)。

该项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2。 

第二步,采用温忠麟提出的带有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进行验证,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感恩为中

介变量,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执行了5000次重复的 Bootstrap

程序[11]。根据Bootstrap结果,如果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

包含零,则表明中介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反之,则表明中介

效应不显著。具体的分析结果展示在表3中。感恩的中介效应的

置信区间Bootstrap95%为[-0.143,-0.043]不包括0,说明感恩

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92；但是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

包括0表示由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产生的直接效应不显

著,因此得出感恩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的结论,中介效应图如图1所示： 

 

图1  感恩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 

介效应 

上述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负性生活事件通过负向影响

感恩进而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感恩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感恩

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感恩和生命意义感

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感恩呈显著

负相关,表明在青少年经历压力事件时,感恩水平会明显下降,

这可能加剧消极情绪的影响。在面对不良事件时,感恩作为一种

积极情绪,难免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负性生

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也呈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经历更多负面

事件的青少年,其生命意义感较低。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在青

春期,青少年不仅要面对学业、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还需应对

家庭和社会的期望,这些因素削弱了他们对生活的积极体验,进

而影响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认知和追求。与此同时,感恩与生命

意义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表明感恩的提升能够帮助青

少年增强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促进个人积极成长。感恩作为内在

的积极资源,不仅可以在面对压力时起到保护和缓冲作用,还能

够减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追求人生目标,

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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