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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获得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民生问题中占据重要位置。

中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心理品质和个人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对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和价值观的形

成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中学生的心理状态更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因此，本篇综述

基于心理学视域，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聚焦于中学生群体，总结并分析获得感的有关研究，为今

后中学生获得感的概念厘清、因素结构探究、现状分析和提升对策的提出等方面进行理论层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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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21 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青少

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1］。这便意味着大约每四位青少年中，就有一位青少年具有抑郁表现。重度抑郁

检出率高达 7.4%，轻度抑郁检出率也在十年间由 16.8% 上升至 17.2%，青少年抑郁问题需加强关注并着

力解决。睡眠方面，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倡议初中生和高中

生的睡眠时间分别不少于 9 小时和 8 小时［2］，但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90.8% 的初中生和 84.1% 的高中生

均没办法达到这一标准，并且睡眠时长的年际变化折线图表明相比于 2009 年，各学段青少年的睡眠时

长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压力方面，有学者对中学生的压力现实情况进行总结，归纳为“三高与三多”，

即教师要求高、学校门槛高、家长期望高、学习科目多、作业布置多和考试次数多［3］，中学生的压力

可谓与日俱增。根据各方面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中学生发展现状并不乐观，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

以中学生为对象开展相关分析是极为必要的。

我国对于中学生的基础教育始终保持高度重视，在基础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教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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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发表的题为《夯实千秋基业 聚力学有所教——新中国 70 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一文中写道：

“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教育，而整个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4］。”对于基础教育的重视也源于中学生自身

存在极为重要的价值。首先，中学生处于智力水平发展高峰期，是培养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

时期；也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关键期；更是发展学生心理品质，培养各项能力的关键期，以中学生为

研究对象开展相关研究是部分心理学研究者的首要选择。其次，所谓少年强则国强，中学生这一群体的

学业成就、心理健康与积极品质的培养，不仅关系到中学生的自身成就，更关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

走向，可以说中学生对于民族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学生获得感的相关研究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便提出的“获得感”这一概念相契合。习近平

总书记 2015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

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5］，“获得感”一词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同年《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再次强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6］。此后，

“获得感”一词迅速普及，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在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和 2020 年 12 月多次会议

讲话中指出并强调“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促进经济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等。

有数据统计，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获得感”一词至少已被提及 35 次［7］，可见“获得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民生问题中占据的重要分量和地位。

因此，本文结合心理学有关理论思想，从综合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视角，对现有文献中获得感的概

念内涵及测量、中学生获得感的概念内涵及测量，以及中学生获得感的未来研究趋势和展望三个层面对

当前的中学生获得感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与归纳梳理，以期促进心理学视域下的中学生获得感研究

能够得到进一步应用和发展，为将来中学生获得感的概念厘清、因素结构探究、现状分析和提升对策的

提出奠定理论和文献方面的基础。

2  获得感的概念与测量

自“获得感”一词被提出以来，针对其具体概念定义的研究便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学术

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获得感准确、统一的定义。“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一方面，

获得感在国内外尚不存在直接的概念对应［8］，在解释获得感的概念及内涵时，往往需要借鉴诸如幸福感、

满意度等相似概念的研究，这也导致了部分研究在界定获得感时将其与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等概念

混为一谈［9］；另一方面，获得感一词扎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意在衡量广大人民群众

享受到发展成果的多少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因此，在界定获得感时需要考虑到实际获得与主观感

受这一双重属性［10］。

心理学视域下，获得感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现象，对应了一个心理过程。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国内

学界的学者们就如何理解民众的获得感进行探索，主要集中于探讨基本需求和获得感的论证关系。张品

认为有收获才会有满足感，强调了价值实现（自我和社会）和持久获得的重要性，将获得感定义为物质

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11］。邢占军和牛千从民生的视角出发，认为获

得感是人民评估社会供给对民生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指标［12］。曹现强认为获得感包含“客观获得”和

“主观感觉”两个层面［13］，首次较为明确地展现出了获得感这一概念所具备的双重属性，“客观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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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包括物质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获得以外，也包括政治权利、共享发展成果等精神获得，此外还包含自我

价值实现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而后，吕小康、黄妍同样提出获得感包含客观获得和主观感知

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获得感的概念进行如下界定：获得感是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基础社会

背景下，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14］。

吕小康和黄妍所提出的获得感概念，不仅强调了获得感一词产生与发展的相应背景，还突出了“物质利

益和基本权益”下产生的“主观感受”，即人民群众在亲身经历改革后对改革成效的感受与体验，并最

终在理性思考后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感悟。此外，文中补充说道“获得感需要经过个体和群体的相关心理

因素调节，不同的个体与群体面对改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获得体验”［14］。笔者认为吕小康和黄妍所提

出的概念，充分考虑到了获得感一词的提出背景、特殊属性和覆盖范围，相比之下是较为合理、成熟且

完备的获得感概念，但美中不足在于缺乏与心理学有关理论的结合。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清

晰界定和解构获得感的内涵和外延，综合相关心理学理论，为获得感提供一个更加准确且具有普适性的

定义，这也是获得感有关研究的改进方向之一。

获得感的测量同样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孙远太基于 2013 年全国 6 省市“社会健康和社会发

展”调查数据，采用问卷提问测量城市居民获得感，测量结果为取值 1 ～ 5 的有序分类变量［15］。苏岚

岚等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设计了 7 个题目，采用主成分析法提取出公因子来测量农民创业的获得感［16］。 

黄艳敏等人以实际收入、公平收入预期和个人对生活幸福感的感知作为获得感测量的维度编制相关测

量问卷［17］。文宏和刘志鹏等人则通过当前经济状态同五年前对比以作为获得感水平和变化的测量方式，

最终将获得感分为民生获得感（包括生存保障，发展保障两个维度）、经济获得感（包括宏观经济，个

人经济，分配公平三个维度）、政治获得感（包括正风反腐、政治参与两个维度）［18］，显然这种划分

和测量方式更着重于社会和政治数据分析的视角。陈海玉等人则立足于“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 5 个

潜变量（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态文明）以及 27 个观测变量［19］。总体来说，

当前的获得感测量多从公共数据调查中抽选几道题目，依旧是测量民众在某些方面的满意度或幸福感。

这种测量方式实际上是忽略了问卷调查和心理测评量表的本质区别，问卷调查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或者

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社会调查，题目之间的结构性差，题目背后缺乏理论支撑；心理学测评量表

则是按照一套严格的心理测量科学程序进行编制，并且是符合人类心理结构机制的量表。因此，目前很

多获得感的测量并不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学科领域范围内的获得感量表。

目前心理学视域下，学界较为认可的获得感测量量表为以下两篇。董洪杰、谭旭运等人运用自由联

想法建构中国人获得感，并按照心理测量学有关步骤编制了中国人获得感量表，最终通过施测检验其信

效度［20］。董洪杰等人的研究是心理学应用于获得感领域研究的首次探索和大胆尝试，但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其一，并未从心理学角度对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意度等概念进行区分；其二，研究对象定位为全

体中国人，范围过大；其三，最终量表划分出的五个维度（体验、内容、环境、途径和分享）看似覆盖

全面，实则过分抽象，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人士较难对结果进行解读也很难凝练出具体的获得感提升途

径。另一篇是王艳丽和陈红对于城市社会居民获得感量表的编制［21］，研究对象聚焦于居民，但却仅限

于城市居民而忽视了村镇居民；且在访谈和问题编写过程中过于强调社区的特异性，导致该量表的可推

广性受限；理论方面缺乏夯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以支撑整个研究；获得感结构划分方面，将获得感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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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 2（认知、情感）*2（横向、纵向）四个维度，但并未在文章中详细阐述横向和纵向维度具体的含义、

区别和联系，这种过分心理学化的结构划分方式也导致量表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当中，也是未来获得感

测量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

3  中学生获得感的概念与测量

针对学生群体开展的获得感有关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学生获得感的定义也相对匮乏。庞文提出

教育获得感的概念，认为教育获得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因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上有所收获，满足了其需

要而产生的积极、正向的主观感受和内在体悟，是满足感、愉悦感、幸福感、成就感等诸多情感的整

合性体验［22］。陈晓琳则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出发，提出教育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对教育供给满足诉求程度

的主观感知和体验［23］。朱军帅则借鉴了周海涛和王俊秀等学者的观点，将大学生获得感定义为：个体

通过自身努力使需求得到满足，并对未来产生了认同的积极情绪体验［24］。该定义有意强调学生的自身

努力却忽视了获得感提出所基于的改革背景，因而缺乏了客观化视角。陈京军、刘红平等人提出大学生

学习获得感，指大学生基于个体的目标期待，通过利用现有的资源，把握参与机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付

出和努力，对获得的客观回报、自身期待达成度、学习生活体验进行再评估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感受，并

由此提出了大学生获得感的三点特征［25］。这一概念对于学业获得感的阐述较为详尽全面，但仅侧重于

学生学业这一个层面，很难完整定义出获得感的全貌。无独有偶，田一然在进行中学生学业获得感的研

究中提出，学业获得感是自我积极参与其中，先有获得后产生满足、愉快等正向心理的积极体验［26］。

这一定义同样只关注了中学生的学业层面而未能全面阐明获得感的丰富内涵。张敏敏综合了不同学科领

域获得感的概念和探讨后，提出获得感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实现自我价值、满足自身需求的认识与

体验［27］。这一概念则忽视了获得感所具备的双重属性且与中学生群体的实际联系较为薄弱。综上所述，

笔者保留了获得感是人类对自我发展不懈追求的内在逻辑，综合了获得感、学生获得感和中学生获得感

等研究中的相关定义，提出中学生获得感的概念为：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中学生对于自身所处的

环境、学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综合性感受，体现在学生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的收获、满足、幸福与成

就等积极情感。

除概念的界定之外，目前关于学生获得感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学生获得感进行心理学量化测量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以大学生为主，研究领域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研

究工具多以问卷调查为主而非科学化量表。何小芹、曾韵熹、叶一舵等人以贫困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编制了贫困大学生相对获得感来源量表，量表分为家人支持、家庭经济、学校支持、教师关怀、社会关系

和就业发展六个维度，并且数据结果表明学校支持是贫困大学生最重要的获得感来源［28］。周海涛、石庆

新和代景华等人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在校大学生获得感实施问卷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29-31］。张晋

则以高职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高职生的知识文化和能力水平，从社会性、自主性、开拓性、勇气、知识、

宽容性、兴趣和自律性八个方面，63 项题目对高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32］。欧阳芳、郭黎霞针对福建省

高校大学生编制了大学生获得感量表，量表包含教风学风、课外活动、就业情况、就读专业和服务保障五

个方面，该量表共计 28 项题目以考察大学生在校期间对教育教学和学校服务的满意程度［33］。

中学生获得感的测量研究目前仅有以下两篇。田一然在硕士论文中编写了中学生学业获得感量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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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学业获得感划分为学业成就、同伴支持和积极体验三个维度［26］。该研究将获得感的研究对象拓

展到中学生是具有创新性和现实价值的，但仅仅关注和聚焦于“学业获得感”这一个细微的侧面，是将中

学生获得感这一概念过度窄化，有待进一步丰富。张敏敏硕士论文同样编写了中学生获得感量表，但该研

究对于获得感的定义为：获得感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自身实现自我价值、满足自身需求的认识与体

验［27］。这样的定义仅仅重视了学生的主观感受，而忽略了以客观获得为基础，致使后期成型的量表也出

现了同样的问题。此外，两份研究均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量表编制过程中前者被试来源仅限于安徽省内，

后者仅限于浙江省内，样本均缺乏代表性，并且仅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教育资源相对发达地区的中学生，

不利于量表的进一步推广和大范围应用；其二，研究停步于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并未进一步探究中学生获

得感与其他中学生心理变量的关系，未能深入挖掘中学生获得感的最大价值；其三，最为关键的是两份研

究始终未能贴合基础教育改革这一获得感提出的大背景，缺乏政策性的宏观视角和有效依据。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中学生获得感的测量及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修正、完善、丰富和拓展。因此，

未来的中学生获得感研究应该在量表编制的过程中始终贴合基础教育改革这一获得感提出的相应背景，

在重视主观感受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客观获得，以便于开发出的中学生获得感量表不仅仅能够科学施

测，也能供政府教育部门、学校教育部门等落地使用，作为分析和评估改革效用的有效心理学测量工具，

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两个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心理学视域下中学生获得感的有效测量。

4  中学生获得感的研究趋势

通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发现以获得感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为 3，932 篇，学

位论文 571 篇，说明该领域研究正处于向前发展的阶段，但目前研究多针对于思想政治领域，鲜少有心

理学视域下开展的研究，心理学视角有待进一步丰富。以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的获得感研究，期刊论文

数量为 689 篇，学位论文 17 篇，研究数量相对较少，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且仍旧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主，

以初高中生作为对象开展的获得感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中学生获得感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数量分别为 26 篇和 17 篇，数量过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思想品德课的研究仍旧占据多数，且多为综述

类研究和质性研究，该领域迫切需要量化研究的手段以增强其科学性与严谨性。中学生获得感与其他变

量的关系探究则处于完全空白阶段，因此，获得感的研究对象和相关研究变量亟待丰富与拓展。

笔者认为中学生获得感的研究趋势如下：首先，中学生获得感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概念，其内涵和外

延及操作性定义还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探索，进一步分析和建构，提出科学严谨的中学生获得感有关概

念。其次，中学生获得感的测量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稳定可靠的量化分析工具，工具的缺乏也使得该

研究领域很难科学化地向前发展，因此，研究工具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该领域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再次，工具开发的本质目的是使用，因此，利用研究工具分析中学生获得感的现状以及与其他变量之间

的关系，丰富研究对象，拓展研究变量也成为该课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最后，科学研究要落地应

用于具体的实践和生活当中，尤其是教育类的研究要提出相关的教育启示，改善教育环境和解决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因此，应以该课题作为科学和理论的相关依据，进一步提出中学生获得感提升的途径与方法，

在帮助中学生获得感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为其他积极心理品质的构建与培养以及中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维持提供新的现实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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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Sense of Gai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ng Zera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Suzhou

Abstract: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personal abilities. It has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shaping of the 
persona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valu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more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entire 
country and nation. Therefore, this review is based on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focuses o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 community in the macro context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relevant research on sense of gain, providing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sense of gai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factors,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pos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A sense of gain; Middle school student; Psyc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