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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研究专题

大学生心理素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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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心理素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在该关系中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法

对3
 

346名中国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领悟社会支持、
 

感恩和亲社会行为进行测量.
 

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不仅能显著

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
 

还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单独中介作用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同时,
 

领悟社会支持和

感恩还能在心理素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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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gratitude
 

in
 

such
 

a
 

relationship,
 

a
 

total
 

of
 

3
 

346
 

Chinese
 

undergraduates
 

were
 

surveyed
 

with
 

questionnaires
 

involving
 

four
 

main
 

variables.
 

The
 

results
 

sug-

gested
 

the
 

existence
 

of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uzhi
 

on
 

prosocial
 

behavior.
 

Als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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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found
 

tha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gratitude
 

played
 

a
 

uniquely
 

and
 

joint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
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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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的积极指标之一,

 

是指一系列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且符合社会规范和

社会期望的行为的总和[1].
 

亲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的密切联系在以往研究中已被证实,
 

例如亲社会行为表

现较多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生命意义感,
 

更少地产生焦虑、
 

抑郁等消极的情绪体验[2].
 

大

学生处于成年早期,
 

是从校园逐步步入社会的时期,
 

提升其亲社会行为水平有助于其构建和谐的人际网

络,
 

保证身心健康,
 

促进全面发展.
 

目前,
 

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某种心理品质,
 

例如道德认知、
 

情绪唤醒、
 

人格特征等,
 

较少有研究综合考察个体整体心理品质以及外在社会支持的影响.
 

因此,
 

本研究拟探讨个体心理品质和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素质指的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

 

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
 

基本的、
 

内隐的,
 

具有基础、
 

衍生、
 

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
 

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3].
 

作为一种内源性的

稳定的心理品质,
 

心理素质的认知和人格成分会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衍生出适应能力,
 

三者相互作

用,
 

对个体的社会适应行为产生影响[3].
 

亲社会行为是积极社会适应的外在行为表现,
 

两者从内外两方面

反映了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
 

根据内因决定外因的原理,
 

亲社会行为可以看作是个体心理素质的外在行为

表现.
 

有研究者[4]通过实证研究提供了心理素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直接证据,
 

该研究发现在大学生样本

中,
 

心理素质越高,
 

表现的亲社会行为越多.
 

因此,
 

心理素质可能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尽管已经

有研究证明了心理素质能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初步揭示了二者的相关关系,
 

但对心理素质是如何影响亲

社会行为的,
 

即二者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尚缺乏必要的实证探讨.
现有研究考察了社会支持水平高低与良好或不佳的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一致表明

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提示社会支持的形成可能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
 

进而作用于亲社会行为.
 

例如李

温平等[5]以浙江、
 

云南的初、
 

高中生为被试,
 

发现青少年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表现;
 

同时,
 

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和他们所体验到的积极情绪能在两者间起到连续中介作用.
 

在该研究中被试同

时报告了他们感受到的主观支持(领悟社会支持)、
 

客观上存在的社会支持和他们对这些外部支持的利用

度,
 

也就是说,
 

研究者测量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支持系统,
 

以此作为社会支持的操作性定义,
 

参与模型拟

合.
 

但有研究者[6]认为,
 

相较于来自于外界的客观支持,
 

个体自身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即领悟社会支持)在
预测亲社会行为上有更好的表现.

 

从定义上来看,
 

客观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客观上获得的尊重、
 

理解和支持

等,
 

而主观社会支持体现了个体对支持的可获得程度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外部支持感到满意.
 

后者强调

自我认知在社会支持中的重要作用,
 

更能反映内部的心理感受,
 

因此更有可能预测亲社会行为.
 

具体而言,
 

当个体能从由父母、
 

朋友和他人组成的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的关心、
 

尊重、
 

人际资源和情绪帮助,
 

并对人际

关系和环境感到满意时,
 

他们会报告更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5,7].
 

个体心理资源由多方面构成,
 

领悟社会

支持作为重要的构成要素,
 

为个体提供了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所需的资源,
 

进而为亲

社会行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础[7-8].
 

所以,
 

领悟社会支持越高,
 

个体更有可能以亲社会的方式

对待他人.
 

从心理素质的作用机制来看,
 

心理素质及其因子能够直接影响外部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的数

量、
 

性质和利用度[9].
 

实证研究表明[10],
 

对于人格品质完善的个体而言,
 

他们能更好地觉察和利用外部环

境中的支持系统,
 

进而报告更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
 

由于已有研究证明了心理素质、
 

领悟社会支持、
 

亲

社会行为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因此本研究推测领悟社会支持可能在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间扮演着

重要的中介作用.
积极情绪能增强认知灵活性,

 

帮助个体感知到更多积极的身心资源[11].
 

而感恩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情

绪,
 

是指个体在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后做出的积极回应[12].
 

基于扩展—建构理论,
 

实证研究发现感恩

可以通过增加同理心和提高对正义行为的认同感来增加人际来往中的亲社会行为[13-14].
 

何慧等[15]通过元

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近百篇与感恩和亲社会行为有关的文献进行了分析,
 

发现感恩显著地促进了亲社会行

为,
 

且指出这一作用不受被试的年龄、
 

文化特征影响.
 

故本研究将感恩作为预测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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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目前较少有研究考察心理素质与感恩之间的联系,
 

但有研究[16]表明当个体的心理素质较高时,
 

他

们对模糊情境的解释具有积极偏向,
 

较少使用消极归因方式,
 

进而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认知;
 

而当个体拥有更多积极认知时,
 

其表现的助人行为也会相应增加[1].
 

因此,
 

高心理素质的个体可能通过更

积极的认知获得更高水平的感恩情绪体验.
 

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证据,
 

本研究假设个体的心理素质能够显

著影响感恩,
 

并通过感恩间接地影响亲社会行为.
就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关系而言,

 

前者是个体感知到的社会环境,
 

后者是对外部环境中的刺激作出

的积极反应,
 

即感恩可以被看作是领悟社会支持作用下的情绪性产物,
 

反映知和情的关系.
 

有研究[17]明确

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二者能在大学生的宜人性和心理幸福感之间起到连续中介作用.
 

由于宜人性是

大五人格中的一个分维度,
 

部分反映了大学生的人格品质;
 

同时,
 

心理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重要

指标.
 

根据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关系模型,
 

连灵等[17]研究结果认为,
 

心理素质的人格成分能正向影响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的积极指标.
 

而亲社会行为同样是个体积极适应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个体的

积极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所以,
 

本研究推测,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在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

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图1 链式中介模型

综上,
 

对于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的个体而言,
 

他

们能更好地从人际交往中获取有助于自己的心理

和社会资源,
 

能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并从中得

到保护,
 

促进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产生和维持.
 

良

好的心理健康直接表现为更多亲社会行为,
 

同时,
 

心理素质良好且感知到更多来自他人的支持的个

体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感,
 

如感恩.
 

根据互惠原

则,
 

当个体体验到更多感恩时,
 

他们会更愿意以和

善友好的方式与他人互动.
 

因此,
 

本研究以心理素质为自变量,
 

以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
 

将领悟社会支持

和感恩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了链式中介模型(图1).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在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取2所本科院校施测问卷,
 

回收结果后首先

剔除作答明显不完整、
 

答题过程明显不认真的数据,
 

最终回收3
 

346份有效问卷.
 

其中,
 

女性被试

1
 

835人(54.84%),
 

男性被试1
 

511人(45.16%);
 

大一学生1
 

290人(38.55%),
 

大二学生785人

(23.46%),
 

大三学生649人(19.40%),
 

大四学生622人(18.59%).
 

被试年龄跨度为17~26岁,
 

平均年龄19.86岁(SD=1.70).
1.2 研究工具

1.2.1 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张大均等[18]修订的大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从认知、
 

个性、
 

适应3个维度对被试的心理素

质水平进行测量.
 

被试作答时,
 

需要基于自身情况,
 

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选择最准确

的描述进行作答.
 

被试在27个题项上得分的总和越高,
 

代表其有更高的心理素质.
 

该问卷整体的一致性系

数为0.95,
 

各维度系数分别为0.86,0.84,0.85.
1.2.2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此问卷由Zimet等人[19]编制,
 

Chou等人[6]翻译为中文版并在中国被试中进行检验,
 

发现信效度良好,
 

适合测量中国被试的领悟社会支持.
 

该问卷共12个题项,
 

采用7点评分法测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以及被

试对他人支持的感知.
 

该问卷用“1”表示“非常不同意”,
 

“7”代表“非常同意”.
 

被试从1到7选择最能准确

体现实际情况的描述作答.
 

总分越高,
 

被试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该问卷总体一致性系数为0.95,
 

分维度系数分别为0.86,0.8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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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感恩量表

感恩量表最初由McCullough等人[20]编制,
 

后由Chen等人[21]翻译为中文问卷,
 

并在中国被试中施测.
 

该单维度量表包含6个题项,
 

采用7点评分的李克特量表.
 

对某一问题的打分越低,
 

意味着被试越不认同

该题项的表述;
 

高感恩水平的被试在该问卷上会获得更高的总分.
 

本研究中,
 

问卷的一致性系数为0.67.
1.2.4 亲社会行为量表

本研究使用张庆鹏等[22]编制的问卷,
 

从利他性行为、
 

遵规性行为、
 

关系性行为和特质性行为4个角

度进行测量.
 

问卷采用7点评分法的李克特量表,
 

由“完全不符”到“完全相符”.
 

该问卷的总分越高,
 

意

味着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越丰富.
 

本研究的总体一致性系数为0.93,
 

分维度系数分别为0.73,0.82,

0.72,0.75.
1.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及描述性统计的运算,
 

然后使用SPSS中的插件PROCESS,
 

选取模

型6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抽样5
 

000次,
 

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若

其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
 

则效应显著[23].
1.4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所有数据的获取均来自问卷,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 Harman单因

素检验法进行检验,
 

提取了9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因单个因素最多可以解释34.41%的变异,
 

因此本研

究只有较小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明数据可用于验证链式中介模型.

2 研究结果

2.1 社会支持、
 

心理素质、
 

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
 

结果表明,
 

本研究所有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
表1 社会支持、

 

心理素质、
 

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结果(N=3
 

346)

M±SD 1 2 3 4

1.
 

社会支持 72.11±10.21 -

2.
 

心理素质 104.53±14.29 0.49*** -

3.
 

感恩 36.10±4.31 0.53*** 0.37*** -

4.
 

亲社会行为 90.35±11.34 0.62*** 0.60*** 0.52*** -

  注:
 

*:
 

p<0.05;
 

**:
 

p<0.01;
 

***:
 

p<0.001.

2.2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心理素质为自变量(X),
 

领悟社会支持(M1)为第一个中介变量,
 

感恩(M2)为第二个中介变量,
 

亲社

会行为为因变量(Y),
 

构建模型并对其直接和间接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2).
表2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链式中介模型(N=3

 

346)

M1

β SE t 95%CI
M2

β SE t 95%CI
Y

β SE t 95%CI

X 0.35 0.01 32.65*** [0.33,
 

0.37] 0.05 0.01 9.14*** [0.04,
 

0.06] 0.29 0.01 26.44*** [0.27,
 

0.31]

M1 0.19 0.01 26.83*** [0.18,
 

0.20] 0.36 0.02 21.90*** [0.33,
 

0.40]

M2 0.56 0.04 15.07*** [0.48,
 

0.63]

R2 0.24 0.29 0.53

F 1
 

065.83*** 688.71*** 1
 

267.50***

  注: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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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心理素质、
 

领悟社会支持、
 

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

首先,
 

心理素质显著地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

(β=0.29,
 

95%CI=0.27~0.31),
 

直接效应为

0.29;
 

其次,
 

心理素质可以通过单独促进领悟社会

支持(β=0.35,
 

95%CI=0.33~0.37),
 

从而间接

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β=0.36,
 

95%CI=0.33~
0.40).

 

当领悟社会支持做中介时,
 

该路径显著,
 

中介效应为0.13.
 

同时,
 

心理素质也可以通过单

独促进感恩(β=0.05,
 

95%CI=0.04~0.06),
 

从

而间接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β=0.56,
 

95%CI=0.48~0.63)(图2).
 

检验结果显示感恩在此路径能的中介

作用显著,
 

效应量为0.03.
 

最后,
 

领悟社会支持能显著正向预测感恩(β=0.19,
 

95%CI=0.18~0.20),
 

心

理素质到亲社会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显著,
 

效应量为0.04.
 

总体来看,
 

模型总效应的46.89%为中介效应,
 

即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效应有46.89%是通过心理素质和感恩起作用.

3 讨 论

3.1 心理素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
 

亲社会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总变异量的28.84%可以被心理素质所解释,
 

意味着

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表现更多.
 

从心理素质的功能性层面来看,
 

心理素质反映个体的社

会适应能力,
 

心理素质高的人有更健全的认知和人格品质,
 

而这些优势能让他们达到更佳的社会适应水

平[3].
 

而亲社会行为符合社会对个人社会化行为的期待和规范,
 

有利于个人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
 

反映了

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
 

从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来看,
 

亲社会行为是心理素质在适应层面的行为表现,
 

也就是

说,
 

外在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体现的是大学生内部更良好和健全的心理素质.
 

因此,
 

心理素质越高,
 

亲社会

行为越多.
 

以往研究[24]表明,
 

心理素质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亲社会行为,
 

如接触更多亲社会类型的视频

游戏的青少年能通过更高水平的心理素质来增加亲社会行为.
 

这表明个体内在的心理素质能反映在外显的

亲社会行为上,
 

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
 

然而,
 

由于在大学生中探讨心理素质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的研

究数量较少,
 

本研究获得的这一结果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研究进行佐证.

3.2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在心理素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
 

受到心理素质的正向影响,
 

并促进亲社会行为.
 

高心

理素质的大学生会报告更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
 

因为他们能更多地感知到他人对自己的理解、
 

尊重和帮

助等,
 

并更好地利用这些社会支持.
 

已有相关文献报告了与本研究一致的结论,
 

例如,
 

在初一和高一学生

中,
 

心理素质不佳的个体不能感知到充足的社会支持,
 

报告了更多的社交焦虑[25];
 

与此相反,
 

高心理素质

的中学新生能感知到更多社会支持,
 

从而更加适应新的环境,
 

表现出更少的社交焦虑.
 

可见,
 

在该研究中,
 

领悟社会支持也能显著地受到心理素质的正向影响.
 

基于主效应模型[26],
 

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会受到

领悟社会支持的直接作用,
 

而亲社会行为正是健康心理状态和高社会适应水平的外化表现,
 

所以高水平的

领悟社会支持能够直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
 

根据缓冲效应假设[26],
 

高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大学生形

成积极认知,
 

使其有效应对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源,
 

减少负面生活事件的影响并形成适应性的社会关系网

络,
 

为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奠定基础.
 

已有研究也支持了以上理论,
 

例如郭嫄[27]的研究发现,
 

广州大学生的

社会支持越多,
 

其亲社会行为也相应增多.
 

特别地,
 

与客观社会支持相比,
 

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度在

这一关系的作用中处于核心地位,
 

能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也就是说,
 

领悟社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促进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也可正向影响感恩这一中介变量,
 

促进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
 

由于高心理素质

的个体在认知层面比低心理素质个体有更多优势,
 

所以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是积极事件的接受者,
 

获得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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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帮助,
 

从而产生对他人的积极看法和感激之情,
 

并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他人的正义行为.
 

张娟等[28]的

研究为心理素质和感恩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研究者就心理素质水平与正负情绪的相关性进行了探

究,
 

证明了高心理素质与正性情绪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而且,
 

在内隐联想测验中,
 

高心理素质的大学生更

多地把自我概念与积极词汇相联系,
 

体现了更多的内隐积极情绪态度.
 

就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而言,
 

因为较强的适应能力,
 

高心理素质的大学生能以更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应对这些情感体验,
 

即在人际交

往中将自己的感激之情通过帮助、
 

支持他人来回馈社会,
 

即在他们身上能观察到更多亲社会行为.
 

尽管目

前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感恩会导致大学生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但根据学前期儿童的行为实验结果发

现,
 

积极道德情绪对幼儿的安慰行为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9].
 

因为积极道德情绪包含感恩,
 

幼儿的安慰行为

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亲社会行为,
 

所以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
对比单独中介效应可以发现,

 

与感恩相比,
 

心理素质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更多地表现出对亲社会行为

的积极影响.
 

其原因可能在于,
 

虽然感恩有其内在的生理基础,
 

是人类在长时间进化后自然选择的结果,
 

但在测量时,
 

情绪受内外环境影响较大,
 

容易存在测量误差.
 

领悟社会支持不仅与长期以来建立的人际关

系和社交网络有关,
 

还更多地涉及认知层面的因素,
 

与长期形成的认知模式、
 

归因偏向有关,
 

是相较于感

恩来说,
 

更加稳定的变量.
 

所以领悟社会支持产生了更大的中介效应.

3.3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链式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对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影响不是彼此完全孤立的,
 

两者间不仅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而且领悟社会支持对感恩也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2个中介变量不仅能平行影响

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而且通过彼此的联系产生链式中介效应.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5],
 

当个体从

保护性的外部环境中获得主观和客观的社会支持时,
 

他们获得了对心理健康有所增益的物质、
 

人际和情绪

资源,
 

从与外界的交互中感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
 

因此更好地满足了他们的基本心理需要,
 

从而增强了其

积极情绪体验.
 

并且,
 

他人的客观社会支持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人的恩惠.
 

道德情感理论指出,
 

当个体感悟

到他们接受了这些社会支持时,
 

人际交往中的互惠性原则会被激活,
 

促使个体产生感恩这一情绪反应[30].
 

连灵[31]的研究证明了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对感恩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
 

同时,
 

二者能在尽责性和生活满意度

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即在尽责性这一重要的人格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大学生能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体验到更高水平的感恩,
 

进而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
 

由于人格品质是心理素质的核心内源因素,
 

生活满

意度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因此,
 

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作为中介变量

在大学生心理素质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

 

心理素质高的个体有更好的认知和个性品质,
 

能够更多地感知到外部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

并对其加以利用,
 

发展出更好的适应能力和更为积极的情绪.
 

对于高领悟社会支持的大学生,
 

他们会因为

积极的情绪体验,
 

如感激他人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
 

而提高友善对待他人的倾向和动机,
 

进而促进亲社会

行为.
 

因此,
 

心理素质能够经由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这两条路径与亲社会行为共同构成链式中介模型.

3.4 研究意义与不足

促进亲社会行为有利于构建更为和谐稳定的人际网络,
 

并减少消极生活事件的负面影响,
 

进而提升个

体社会适应能力.
 

本研究探讨了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对心理素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为大学有效开展心

理素质教育,
 

增强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和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依据.
 

根据本研究结果,
 

提升大学生亲社会

行为,
 

在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同时,
 

还可加强内外两方面的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
 

家人和朋友等应该

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
 

让其感受到自己是被关心、
 

尊重的,
 

以此提高他们对自己的社交关系网络的

满意度,
 

进而促进感知社会支持的提高.
 

从个体内在品质来看,
 

基于大学生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
 

增加感恩也是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手段.
 

例如,
 

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感恩教育,
 

帮助他们更好地意识到

他人对自己的恩惠,
 

并引导其作出适应性的反应,
 

即感激朋友、
 

家人等对自己的关心、
 

尊重和帮助.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本研究中对亲社会行为的测量采用了自我报告的方法,
 

考虑到社会称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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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被试在自评问卷中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做出过高估计;
 

考虑到同伴排斥和社会偏见的影响,
 

采用他评问卷也可能低估亲社会行为.
 

未来的研究中,
 

或许需要同时纳入自评问卷和他评问卷对亲社会行

为进行评估.
 

此外,
 

由于大学阶段处于成年早期,
 

与青春期和成年中晚期个体的心理有一定差异,
 

心理素

质和社会支持乃至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也有其异质性.
 

但横断研究无法揭示这些影响随个体

发展所产生的变化,
 

未来还可尝试进行纵向追踪研究,
 

进一步佐证本研究结果.

4 结 论

1)
 

心理素质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2)

 

心理素质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或感恩间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3)

 

心理素质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连续中介作用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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