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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物质主义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1采用问卷法,
 

对7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研究2

使用实验法,
 

操纵167名成年人使其产生物质主义的观念,
 

然后观察其亲社会行为的变化.
 

研究显示:
 

物质主义与

感恩和亲社会行为均显著负相关,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
 

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
 

怀旧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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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ism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made
 

to
 

investigate
 

750
 

college
 

students
 

in
 

Study
 

1,
 

and
 

167
 

adults
 

were
 

manipulated
 

to
 

become
 

materialistic
 

in
 

Study
 

2.
 

The
 

results
 

of
 

both
 

stud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Material-

ism
 

was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titude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gratitud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social
 

behaviors.
 

Bootstrap
 

program
 

showed
 

that
 

gratitude
 

playeda
 

part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Nostalgia
 

was
 

shown
 

to
 

moderat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ediating
 

process.

Key
 

words:
 

materialism;
 

gratitude;
 

nostalgia;
 

prosocial
 

behaviour

  收稿日期:2020 11 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XJA190001);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FSH005);
 

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课题(2020MJYB004);
 

2021年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zkzdkt-43).
作者简介:方建东,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研究.
通信作者:

 

常保瑞,
 

博士,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物质主义是一种重视拥有和获取物质财富的价值观取向,
 

同时也是与关注个人形象、
 

爱惜声誉和渴望

成功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1].
 

近30年来,
 

美国青年物质主义取向呈逐年升高趋势[2],
 

而近年来,
 

中国一

些年轻人热衷消费奢侈物品、
 

崇尚物质财富[3].
 

有调查发现[4],
 

中国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价值重要性

日益上升,
 

而集体主义等价值重要性在降低.
 

物质主义的消极影响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5].
 

有研究发

现[6],
 

物质主义会给青年人带来诸多长远的不良影响,
 

物质主义者更容易产生焦虑、
 

抑郁,
 

生活满意度和

主观幸福感更低.
 

已有文献讨论物质主义对青年人社会行为层面的不良影响,
 

如物质主义者社会责任意识

淡漠,
 

表现为环保意识薄弱[7]和公益行为贫乏[5],
 

而物质主义对人际层面的直接影响却鲜见研究.
 

物质主

义思潮的消极影响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弱化现象,
 

引起社会和学者们的关注[8].
 

基于此,
 

探讨青年人物质主

义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便凸显其意义.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物质主义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物质主义会削弱个体对他人和家庭的关注.
 

有研究发现,
 

从个体层面看,
 

高物质主义者轻视亲友间亲

密互动,
 

缺乏与他人建立友好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结的积极性,
 

即使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
 

通常带有较高功

利心,
 

在没有报偿情况下,
 

不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忙或多做额外贡献[9],
 

且多从事不道德行为[10],
 

不重视“与

他人的温暖关系”[1].
 

国内研究发现,
 

物质主义得分越高,
 

高中生亲社会行为得分越低[11],
 

崇尚金钱可能会

导致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减少[12].
 

来自组织领域的研究发现,
 

物质主义与职场不道德工作行为显著正相

关[13]、
 

物质主义会阻碍组织公民行为(亲组织行为)[14]、
 

降低社会慈善捐款行为[15];
 

实验室研究也发现,
 

相

对于其他主题,
 

短暂地激活物质主义会导致人们帮助他人以及捐赠金钱的可能性降低,
 

在集体活动中表现

更自私[16]、
 

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支配性倾向[17-18]、
 

更认同社会不平等性[19],
 

这样的结果甚至出现在只有5岁

大的儿童中;
 

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也发现[9],
 

物质主义青少年在其临近地段和社区更少可能帮助他人,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1:
 

物质主义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1.2 感恩的中介作用

1.2.1 物质主义与感恩的关系

以往大量研究间接证实了物质主义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
 

但其中的心理机制却鲜见报道,
 

本

研究认为感恩可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感恩是个体在接受他人恩惠后产生的认知—情感反应,
 

是一种积极

且愉悦的体验[20].
 

有研究[5]认为,
 

物质主义个体更关注其生活中所欠缺的,
 

视他人为竞争对手,
 

体验到更

多社会疏离感,
 

很难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帮助,
 

进而导致个体难以去感恩别人.
 

来自成年人和大学生的相

关实证研究[21]支持了该观点,
 

认为物质主义与感恩显著负相关.
 

综上,
 

本研究提出假设2:
 

物质主义负向

预测感恩.

1.2.2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诸多理论可解释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The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认为[22],
 

感恩能够构建个体心理资源,
 

从而激发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
 

受到恩惠的人不

仅能以相应方式回报给施惠者,
 

还会对其他个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20];
 

Mccullough等[20]提出的感恩道德

情感理论认为,
 

感恩作为一种对道德行为的反应,
 

能促使个体做出更多帮助社会和他人行为;
 

感恩三维结

构理论认为,
 

若个人意识到自己受益于社会发展,
 

就会更倾向于做出公益行为.
 

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论,
 

相关研究发现,
 

特质感恩和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23]、
 

感恩青少年报告有更多助人行为[9]、
 

感恩对高中生

亲社会行为产生正向影响[24].
 

元分析结果也证实,
 

特质与状态感恩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一致存在真实效

应[25],
 

特质感恩水平较高或体验到较强状态感恩的人,
 

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也更大[26].
 

实验室研究得到

类似结论,
 

即感恩条件下,
 

被试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控制组,
 

感恩状态下个体更易产生助人行为,
 

无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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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陌生人还是曾经提供过帮助的人[27],
 

对中班幼儿的研究也发现,
 

相比未受恩组幼儿,
 

受恩组幼儿表现

出更多公平分配行为[28].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感恩可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综合研究2和假设3,

 

推出本研究假设4:
 

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怀旧的调节作用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关系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
 

但二者之间关系强度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一

致,
 

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权变因素.
 

本研究提出怀旧可能是其中一个调节变量.
 

怀旧是一种对过去

的向往而产生的苦乐参半但主要以积极情感体验为主的社会情绪[29].
 

实证研究发现,
 

高怀旧个体有更多亲

社会行为,
 

表现为对他人有更多身体上的接近性[30],
 

更多捐款和更高助人意愿[30]等.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5:
 

怀旧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

 

本研究拟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
 

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果,
 

本研究将采用研究1(相

关研究法)和研究2(实验室实验法)来检验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

图1 本研究理论框架模型

2 研究1 相关研究:
 

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2.1 方 法

2.1.1 研究对象

在武汉和桂林4所普通高校大学生中发放问卷750份,
 

回收有效问卷697份,
 

有效率为92.9%;
 

其中,
 

男生268人(38.5%),
 

女生429人(61.5%);
 

城市382人(54.81%),
 

农村315人(45.19%);
 

独生子女342
人(49.1%),

 

非独生子女355人(50.9%);
 

平均年龄20.56岁(SD=0.96).

2.1.2 研究工具

1)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s,
 

MVS)

采用Richins等[1]编制、
 

李静等[31]修订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中文版量表,
 

该量表共13个项目,
 

3个维度.
 

采用Likert
 

5点计分,
 

从1(很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
 

总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物质主义倾向越高.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71.

2)
 

怀旧情绪量表(Southampton
 

nostalgia
 

scale)

采用 Wildschut等[29]编制的南安普敦怀旧量表,
 

该量表主要涉及个体整体怀旧频率的测量,
 

共7道

题,
 

如“你体验怀旧的频率是?”.
 

采用7
 

点计分,
 

1=极少/完全没有,
 

7=非常频繁/经常如此,
 

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怀旧行为越高.
 

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81.

3)
 

亲社会行为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

采用寇彧等[32]修订的亲社会行为量表,
 

该量表共6个维度,
 

26个项目,
 

具有良好心理学测量指标.
 

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89.

4)
 

感恩问卷(Gratitude
 

Scale)

采用 Mccullough等[20]编制、
 

喻承甫等[33]修订的中文版感恩问卷,
 

该问卷共6个项目,
 

采用7点评分,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1-7分,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恩行为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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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系数为
 

0.80.

2.2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后,
 

采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处理,
 

使用SPSS
 

24.0和Bootstrap程序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2.3 结 果

2.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
 

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为尽量减少该类偏差,
 

本研究在研究设计与数

据收集过程中强调问卷匿名性,
 

部分题目反向计分,
 

使用信效度较高的量表/问卷等进行事前程序控制.
 

回

收数据后,
 

采用单因子Harman单因素检验法,
 

结果表明,
 

未旋转得到14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
 

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28%,
 

远小于40%.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严重.

2.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于本研究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的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和相关分析

变 量 M±SD 1 2 3 4

1.物质主义 2.6±
 

0.50 -

2.感 恩 5.0±
 

0.95 -0.20*** -

3.怀 旧 4.2±
 

0.84 -0.08 0.22*** -

4.亲社会行为 3.3±
 

0.49 -0.17** 0.34*** 0.21*** -

  注:
 

*:
 

p<0.05;
 

**:
 

p<0.01;
 

***:
 

p<0.001.

如表1所示,
 

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r=-0.17,
 

p<0.01),
 

与感恩显著负相关(r=-0.21,
 

p<0.01),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r=0.34,
 

p<0.001).

2.3.3 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鉴于性别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较大,
 

本研究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使用PROCESS
 

3.3
 

宏程序(模型

14)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 量
方程1(效标:

 

亲社会行为)

β t
方程2(效标:

 

感恩)

β t
方程3(效标:

 

亲社会行为)

β t
方程4(效标:

 

亲社会行为)

β t
性 别 0.14 2.34* -0.05 -0.79 0.14 2.53* 0.13 2.36***

物质主义 -0.24 -3.46** -0.30 -3.54** -0.21 -2.58* 0.29 -2.34*

怀 旧 0.13 2.35* 0.15 2.58**

感 恩 0.29 5.05*** 0.31 5.39***

怀旧*感恩 -0.16 -2.96*

⊿R2 0.07 0.07 0.185 0.211

⊿F 5.142** 4.87** 10.25*** 10.288***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从表2可以看出,
 

方程
 

1中物质主义对亲社会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24,
 

p<0.01),
 

方程2
中物质主义对感恩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30,

 

p<0.01),
 

假设1和假设2得到证实;
 

方程3中引入感

恩之后,
 

物质主义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系数下降但依然显著(β=-0.21,
 

p<0.05),
 

感恩对亲社会行为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9,
 

p<0.001),
 

说明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假设3和

假设4均得到支持;
 

方程4中感恩与怀旧的交互项对亲社会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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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怀旧对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ΔR2=0.026,
 

额外解释了2.6%
 

的变异,
 

使解释率由18.5%
 

提高到
 

21.1%,
 

假设5得到验证.

图2 怀旧对感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

本研究关注点是怀旧如何调节感恩对亲社会

行为的影响,
 

为此,
 

分别取怀旧的Z 分数为0
 

和

正负1,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图2),
 

结果发现,
 

在

怀旧较低时(如Z怀旧=-1),
 

随着感恩增加,
 

亲社

会行为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β=0.31,
 

t=5.39,
 

p<0.001),
 

感恩每增加
 

1
 

个标准差,
 

怀旧就会增

加
 

0.31个标准差;
 

在怀旧较高时(如Z怀旧=1),
 

随着感恩增加,
 

亲社会行为表现出平缓上升的趋

势(β=0.15,
 

t=2.54,
 

p<0.05),
 

感恩每增加
 

1
 

个标准差,
 

怀旧增加
 

0.15个标准差.
 

即感恩对亲

社会行为的影响随着怀旧变化而变化.

2.4 小 结

研究1采用相关研究法证实了上述研究假设,
 

即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怀旧

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但相关研究难以得出因果关系的推论,
 

且大量研究表明个体态

度与真实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34].
 

为克服该局限性,
 

研究2通过实验方法进行验证.

3 研究2 实验室研究

3.1 被 试

利用暑期给广西某高校2020级非全日制研究生上公共课的机会进行实验,
 

在签订知情同意书的基础

上,
 

参与实验的同学可以获得部分学分,
 

参与实验者共180人,
 

有效数据167份,
 

有效率93%;
 

其中男生

22人,
 

女生145人;
 

城市53人,
 

农村114人;
 

平均年龄24.81岁(SD=6.06).

3.2 实验程序

使用实验方法启动物质主义.
 

被试来到实验室之后,
 

首先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
 

通过观看物质

主义和非物质主义剪辑视频,
 

操纵其产生物质主义或非物质主义观念,
 

然后完成物质主义操纵核查条目、
 

感恩量表、
 

怀旧和亲社会行为量表,
 

最后填写性别、
 

年龄等人口统计学资料.
 

实验结束后,
 

询问被试是否猜

测到研究目的,
 

并给予事后解释.

3.3 实验材料

3.3.1 物质主义材料

对物质主义领域的研究学界已达成一致共识,
 

即所有人都有物质主义化倾向,
 

这些倾向可以在某一个

特殊的瞬间被激活[5,
 

18].
 

借鉴前人研究范式,
 

本研究实验材料参考并改编情境性物质主义材料[35].
 

首先招

募30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学生对实验材料进行评定,
 

根据视频广告是否诱导他们更看重物质财富进行6
点李克特计分,

 

1为“非常不同意”,
 

6为“非常同意”.
 

实验组5个剪辑视频得分均值为 M=4.87(SD=

0.92),
 

对照组5个剪辑视频得分均值为M=2.53(SD=0.74),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物质主义启动的实验

材料选取合乎人们经验(t=7.66,
 

p<0.001,
 

|Cohens
 

d|=2.80).
 

其次,
 

使用3个条目核查物质主义的启

动操纵是否成功,
 

看完剪辑视频之后,
 

让被试评定这些财富、
 

形象、
 

名誉和奢侈品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程度.
 

采用李克特6点评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
 

6表示“非常同意”.
 

本研究中,
 

其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6.

3.3.2 感恩量表

同研究1,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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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怀旧量表

同研究1,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

3.3.4 亲社会行为材料

自编5个情境材料作为实验材料,
 

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踊跃捐款”,
 

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
 

1表示

“非常不同意”,
 

7表示“非常同意”,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

3.4 结 果

3.4.1 物质主义操作核查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
 

实验组的物质主义得分(M=3.49,
 

SD=1.25,
 

95%
 

CI=[3.22,
 

3.75],
 

n1=89)与对照组组相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2.84,
 

SD=1.04,
 

95%
 

CI=[2.60,
 

3.07],
 

n2=

78),
 

t(165)=3.63,
 

p<0.001,
 

|Cohens
 

d|=0.57,
 

证明该实验操纵是成功的.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

明,
 

对照组的亲社会行为得分(M=3.52,
 

SD=1.17)与实验组的亲社会行为相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M=5.43,
 

SD=0.63),
 

t=-13.39,
 

p<0.001,
 

|Cohens
 

d|=-2.03.
 

对照组的感恩得分(M=4.74,
 

SD=0.91)与实验组相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5.63,
 

SD=0.83),
 

t=-6.54,
 

p<0.001,
 

|Cohens
 

d|=

-1.02.
 

这些结果表明实验启动的物质主义在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上均存在显著负效应.

3.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3所示,
 

其中性别和物质主义采用虚拟变量.
表3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主要变量 M±SD 1 2 3 4 5

1.性 别 - -

2.年 龄 24.81±6.06 -0.07 -

3.物质主义 3.18±1.20 -0.09 0.25*** -

4.感 恩 5.16±0.98 0.03 -0.18* -0.21** -

5.怀 旧 3.44±0.60 -0.14 0.05 0.26** -0.06 -

6.亲社会行为 4.41±1.35 0.20*** -0.10 -0.17* 0.34*** -0.17*

  注:
 

*:
 

p<0.05;
 

**:
 

p<0.01:
 

***:
 

p<0.001.

如表3所示,
 

性别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p<0.001),
 

物质主义与感恩(p<0.01)、
 

与亲社会行为

(p<0.05)显著负相关,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p<0.001),
 

后续分析将把性别纳入控制变量.

3.4.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怀旧的调节作用

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编码为
 

1
 

和
 

0,
 

使用
 

process
 

宏(model
 

14)检验感恩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
 

物质

主义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19,
 

SE=0.08,
 

t=-2.16,
 

p=0.031);
 

物质主义可以显著负

向预测感恩(β=-0.17,
 

SE=0.06,
 

t=-2.76,
 

p=0.006)];
 

感恩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0.44,
 

SE=0.10,
 

t=4.29,
 

p<0.001),
 

纳入感恩之后,
 

物质主义不再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0.11,
 

SE=0.08,
 

t=-1.31,
 

p=0.192),
 

说明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感

恩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0%.
 

感恩与怀旧的交互项可以边缘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19,
 

SE=0.10,
 

t=1.80,
 

p=0.07),
 

说明怀旧是感恩中介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变量,
 

调节了感恩中

介作用的后半路径.
为深入了解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的实质,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感恩条件下怀旧对亲社

会行为的预测效应,
 

结果显示,
 

在高感恩条件下,
 

高低怀旧均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37,
 

SE=

0.17,
 

t=3.15,
 

p<0.001);
 

而在低感恩条件下,
 

相比低怀旧个体,
 

高怀旧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更高(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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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怀旧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

0.35,
 

SE=0.15,
 

t=3.12,
 

p<0.006)(图
 

3).
 

以

上结果共同支持了假设5的成立.

3.5 小 结

研究2通过实验法操纵物质主义和非物质主

义,
 

结果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
 

物质主义减弱感

恩,
 

感恩情绪越少,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也越少,
 

且

怀旧在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4 讨 论

4.1 物质主义与感恩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和感恩

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8],
 

现有研究表明[17],
 

激活有关金钱的想法会抑制亲社会行

为.
 

当前社会存在一些不利于亲社会行为发生与传递的因素,
 

比如,
 

较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人们更难以信任

他人和某些社会机构,
 

人们容易产生社会不够公平的感觉,
 

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流行,
 

这些观念非

常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传递[31].
本研究还发现,

 

感恩与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
 

如感恩促使个体以亲社会

性方式对待他人[9],
 

原因可能是充满感恩的个体更可能关心他人,
 

进而促进亲社会关系;
 

此外,
 

实验室

研究也发现[35],
 

情境启动感恩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影响,
 

感恩组被试在资源分配任务中会给予他人更

多的钱数.

4.2 感恩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在物质主义对亲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过

程中,
 

感恩起抵消物质主义、
 

增加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
 

这与以往研究相类似.
 

如闫欣[36]
 

采用感恩团体

辅导干预研究发现,
 

感恩训练能显著增加亲社会行为.
 

因此,
 

建议学校与家长开展青年学生价值观教育和

训练,
 

对物质主义进行干预.
 

例如,
 

对一百多名被试进行为期
 

4
 

周的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发现,
 

与控制组相

比,
 

实验组被试物质主义价值观下降,
 

体验到更高幸福感[52].
 

此外,
 

倡导家校共同对青年学生开展感恩训

练,
 

如,
 

有研究采取让辅导员组织大学生每天撰写“感恩反思日记”的方法[21],
 

从而达到降低物质主义的目

的.
 

以往大多数研究试图检验短暂干预后的物质主义程度,
 

后续研究需要更深入进行干预,
 

以测试物质主

义是否能够出现长期持久的降低[5].

4.3 怀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怀旧对
 

“物质主义→感恩→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链条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显著,
 

该结果

支持以往研究结果观点.
 

如,
 

相比低怀旧组,
 

高怀旧组被试有更多亲社会行为、
 

更多的感恩[29];
 

特别是在

一场危机或社会的急剧变化之后,
 

怀旧可以促进感恩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21].

4.4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得到有价值的结果,
 

但相关研究属因果关系的弱推论,
 

后续需要更

多的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探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启动状态物质主义;
 

其次,
 

物质

主义是现代消费社会中重要生活价值观,
 

而本结果发现,
 

物质主义显著降低个体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
 

因

此,
 

对大学生物质主义进行干预是未来研究方向[3].
 

第三,
 

自陈问卷收集数据的方式有局限,
 

而亲社会行

为等属于较敏感词汇,
 

研究结果易受到“社会赞许性”影响,
 

在以后研究中可尝试采用内隐社会认知的测量

方法,
 

尽可能更真实准确地测量出被试的价值观念、
 

情绪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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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1)
 

物质主义与感恩和亲社会行为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2)
 

感恩在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3)
 

怀旧是感恩中介物质主义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怀旧调节了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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