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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玩乐被认为是一种性格倾向，以重构情境来娱乐自己或他人，并从中获取刺激性和趣味性。虽然玩乐对个人

的心理健康有很多益处，但它在中国社会中却是研究不足。本研究以香港 166 名大学生和广州 159 名大学生

为样本，对玩乐、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样本中，

玩乐与亲和型幽默、自我提升式幽默和主观幸福感均呈正相关。由此可见，高玩乐的中国大学生更倾向于使

用亲和型幽默和自我提升式幽默来娱乐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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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玩乐（playfulness）作为一个积极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新概念，正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

的关注。玩乐被定义为 “能建构（或重构）一种情境来为自己或他人提供娱乐、幽默或消遣的倾向”［1］。

玩乐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并会给个人的生活注入享受和娱乐［1-3］。 在心理学上，玩乐与

快乐和积极情绪的体验密切相关［3，4］，并可能预防心理、行为和身体的功能问题［5］。

玩乐可有儿童与成人之分，儿童玩乐（child playfulness）以儿童玩具为核心，重在娱乐和益智；而

成人玩乐（adult playfulness）以娱乐活动为核心，重在开心和减压。近年来，玩乐已被证明是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个人创造力及学术成就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6-8］，也是提高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参与度的

一个强有力的促进因素［7］。而依照健康行为模型理论［9-11］，某些人格特质可以对具有健康导向行为的

人的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该模型认为，玩乐越高的人越能产生积极的情绪，反过来又可以促进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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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1，12］。也有研究称，在身体活动和活力之间，以及人的玩乐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7］。

此外，玩乐也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1，3，6，7］。

就像玩乐能使人在不利情境下，通过认知重构来取悦自己和他人［1］，幽默也可使人在面对不良环

境冲击时，轻松化解，一笑了之［13-15］。幽默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结构，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的组

合［15］。它能让人们在处理压力情境时转移注意力［14］，它是玩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一种相同的

寻求乐趣的建构［16-19］。 

另一方面，幽默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风格［20，21］：亲和型幽默（取悦他人，促进人际关系）、自强

型幽默（应对压力，在困难时期保持幽默感）、攻击型幽默（贬低他人，讽刺、操纵他人或使用贬低性幽默）

和自贬型式幽默（过度使用自我贬低、讨好或防御性否定）。前两种风格（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

是适应性的幽默风格，而后两种风格（攻击型幽默、自贬型式幽默）则是不适应性的幽默风格［20］。

就玩乐和幽默风格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表明，玩乐与亲和型和自强型的幽默风格［17，22，13］

密切相关。幽默还被证明是玩乐的重要预测因素［6］。也就是说，高度玩乐的成年人被发现是幽默的、

外向的和快乐的［1］。过去的研究表明，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与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自信呈正

相关［13，15，22-24］和低抑郁［25，26］相关。在中国大学生的样本中，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与主观幸福感呈显

著正相关。这表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适应性幽默风格越多，他们往往越快乐。以往的研究表明，亲和

型幽默能增强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18］，自强型幽默有助于建立快乐、希望和乐观的积极

心态［27］。以往的研究还表明，攻击型和自贬型式的幽默风格与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结构［18］，以及

消极情绪［25］相关。

国内研究显示，幽默风格量表的四因素结构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也存在。亲和型、自强型幽默风格

与外向性显著正相关，与精神质、神经质显著负相关；嘲讽型、自贬型幽默风格与精神质、神经质显著

正相关，嘲讽型幽默风格与外向性显著负相关［29］。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不同幽默风格对个体身

心的不同影响。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有益于精神健康，嘲讽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有害于精神健康。［30］

亲和型、自强型幽默风格与自尊水平、自我成效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交往焦虑水平均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嘲讽型、自贬型幽默风格与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抑郁、交往焦虑水平存在显

著正相关。［34］自贬型幽默风格与抑郁存在明显相关［35］，孤独感与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呈负相关［36］，

嘲讽型幽默与总体消极心理相关最高［37］。

国内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幽默风格能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及社会支持；使用亲和型、自强型幽默对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而使用嘲讽型、自贬型幽默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高起

到消极作用［38］。外倾性与嘲讽型、自贬型幽默呈负相关，与亲和型幽默呈正相关，外倾性高的个体更

倾向于使用亲和型幽默，亲和型幽默对幸福感有直接的积极地预测作用［39］。幽默感高的人能较好地处

理困难及人际关系，幸福感高的人面对生活态度更乐观，在日常生活中也更愿意使用幽默来作为美好生

活的润滑剂［40］。

在中国社会，幽默很少被研究。这与中国人的保守、传统、集体主义等儒家主义思想关联密切。因

此，本研究检测了香港和广州大学生的幽默风格与玩乐。玩乐是一种自娱自乐和娱人娱己的关键性情［1］，

且幽默被认为是一种有助于应对不良环境威胁的关键性的玩乐形式［18，19］，因此本研究旨在检测香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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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生的玩乐是否与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特别是在当下的青少年精神

健康备受关注的形式下，加强对玩乐和幽默关系的研究，会强化人们对玩乐怎样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关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共招募了 166 名香港大学生（男生 66 名，占 39.8%；女生 100 名，占

60.2%）和 159 名广州大学生（男生 48 名，占 30.2%；女生 105 名，占 66.0%；6 名被试没有说明性别，

占 3.8%）。他们的年龄在 17 ～ 26 岁之间（M=20.1，SD=1.6）。香港的大学生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和香

港理工大学，广州大学生来自中山大学。三所大学在声望上（2014 年亚洲排名。香港城市大学，11 名；

香港理工大学，27 名；中山大学，54 名）以及大学生数量上（香港城市大学，2.4 万人；香港理工大学，

2.6 万人；中山大学，3.4 万人）是等同的。

2.2  测量工具

受访者被要求完成一份由玩乐简表、幽默风格问卷和主观幸福感量表（SHS）组成的问卷。其中玩

乐简短测量［41］被用来测量玩乐。该量表包括 5 个项目，评估玩乐的整体自我描述（例如，“我是一个

爱玩的人”）。这些项目是正向计分的，用四点李克特量表评分，范围从 1（非常不同意）到 4（非常同意）。

对于 5 个项目和主成分分析（采用正交旋转）的结果，Glynn 和 Webster［44］报告的 α 系数在 0.73 和 0.83

之间，解释了样本方差的 57.7%。这个量表显示了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克隆巴赫系数在 0.80 到 0.89 之间），

以及收敛和发散的有效性（Proyer，2012b）。在本研究中，克隆巴赫系数为 0.82。

中文译本的幽默风格问卷（CHSQ）［42］用于测量受访者的幽默风格。该问卷由 Martin 的幽默风格

问卷（Martin 等，2003）翻译成中文。CHSQ 由 4 个分量表组成，其中 8 个项目关于亲和型幽默（如 “我

经常和朋友一起大笑和开玩笑”），5 个项目关于自强型幽默（如 “我幽默的人生观使我不至于为一

些事情过分烦恼或沮丧”），7 个项目关于攻击型幽默（如“如果有人犯了错误，我就会经常取笑他

们”），以及 5 项关于自我挫折式幽默（如 “我让别人嘲笑我或取笑我比我应该的更多”），共 25 项。

该量表为 7 点计分式李克特量表。受访者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为 1（非常不同意）至 7（非

常同意）。中文版幽默风格问卷在其样本中显示出可接受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为 0.61 至 0.81［22，42，43］。本样本分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在 0.70 ～ 0.81 之间。

主观幸福感量表［45］由四个关于幸福感的一般项目组成（例如：“有些人通常非常幸福。不管发生什么，

他们都享受生活，充分利用一切。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描述？”）。该量表为 7 点李克特式量表。

受访者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 1（完全没有）到 7（非常多）。前两个项目包括绝对评

分和相对于同龄人的评分。在另外两个项目中，提供了个人快乐和不快乐的简要描述，以及每个特征的

程度［45］。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a=0.89［46］）。在本样本中，SHS 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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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过程

在本研究中，受访者自愿填写问卷。问卷以繁体字印制，供香港大学生使用；以简体字印刷，供广

州大学生使用。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将这份材料翻译成中文，再由一位英语专家重新翻译成英文，以确

保保留项目的真实含义。这种翻译是为了适应被调查者的母语而进行的。完成问卷大约需要 15 到 20 分钟。

问卷完成后，向受访者汇报研究的目的。

3  研究结果

3.1  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的地区差异

表 1 显示了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上的平均差异。在玩乐方面，尽管

广州大学生自评玩乐低于香港大学生，但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广州大

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香港大学生（t（321）=-2.27，p=0.02）。而就幽默风格而言，香港大学生在自强

型幽默上的得分明显较低，t（318）=3.25，p<0.001，却在自贬型幽默，t（00.64）=4.77，p<0.001，

和攻击型幽默（t（318）=3.66，p<0.001）的得分显著高于广州大学生。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亲和型幽

默上未发现显著差异。

表 1  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在玩乐、主观幸福感和幽默风格上的差异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play,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umor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香港学生（n=166） 广东学生（n=159）
变量 M SD M SD t

成人玩乐 23.88 5.20 24.44 5.52 -9.94
主观幸福感 4.66 1.03 4.94 1.16 -2.27*

亲和型幽默 38.99 6.60 39.79 8.37 -0.93
自强型幽默 33.21 6.81 35.88 7.74 -3.25***

自贬型幽默 28.28 7.05 25.29 7.55 4.77***

攻击型幽默 26.24 6.02 22.67 7.31 3.66***

注：*p<0.05，***p<0.001。

3.2  玩乐、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

此外，就香港大学生而言，其玩乐与主观幸福感、亲和型幽默和自强型幽默呈正相关。香港

大学生的玩乐、攻击型幽默和自贬型式幽默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性（见表 2）。就广州大学生

来说，其玩乐与主观幸福感、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呈正相关，与攻击型幽默呈负相关。广州

大学生的玩乐与自贬型式幽默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性（表 2）。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支持了

预期假设，在香港和广州的样本中，玩乐与亲和型幽默、自我提升式幽默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正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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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玩乐与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y and humor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因素 香港大学生 广州大学生
1. 亲和型幽默 0.50** 0.55**

2. 自强型幽默 0.04* 0.53**

3. 自贬型幽默 0.01 -0.02
4. 攻击型幽默 0.08 -0.22**

5. 主观幸福感 0.26* 0.45**

注：*p<0.05，***p<0.001。

4  讨论

本研究检测了中国社会中的玩乐、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发现香港的中国人比内地

的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使用不适应性幽默和较少使用适应性幽默［53］。这可能是由于内地人较香港人更

重视集体主义，即，广州大学生比香港大学生更重视人际和谐、相互依存和保全他人面子［54-57］。就儒

家学说而言，中国人在社会交往时十分看重面子和人际和谐［58，17，59，60］。本研究还发现，玩乐与亲和型

和自强型幽默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高玩乐可通过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风格获得

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简而言之，本研究肯定了玩乐和适应性幽默风格之间的预期正向关系［1，19］。换言之，爱玩的成年

人可以通过使用适应性幽默风格来保持玩乐［1］，这反过来也可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26，61］。

5  研究局限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本研究以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为样本，检测了玩乐与幽默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虽然本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了方便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这可能会导致

样本偏差，并有可能制约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招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

人，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第二，本研究中香港和广州的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不太匹配。第三，由于本研

究只比较了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研究结果未必能代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未来的研究需要包括中国其

他地区的人，尤其是台湾和澳门的人。最后，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入更客观的测量方法，如实验和情景方法，

以避免在研究玩乐时出现自我报告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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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Adult Playfulness, Humor Styles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mong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University Students

Yue Xiaodong Liang Chunle Miao Junnan Zhang Yakun Yuan Zhenzhen  

Jia Jianyi Xia Shuang Qin Huanli Li Mengyuan Wang Chenxi

School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Beijing

Abstract: Playfulness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a disposition that involves reframing a situation to amuse 
others and to make the situation more stimulating and enjoyable. Despite all the benefits of playfulness 
toward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t remains a largely understudied subject in psychology. Henc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ult playfulness, humor styles,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mong 
a sample of 166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and 159 students in Guangzhou. Results showed that 
adult playfuln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ffiliative humor, self-enhancing humor,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in both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samples. By its implication, highly playful Chinese 
students preferred using affiliative and self-enhancing humor to amuse themselves and others. 
Key words: Playfulness; Humor styles; Subjective happiness; Chinese use of hum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