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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 
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民族认同的中介作用

肖  阳  雷天阳  代玮迪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目的：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并探讨民族认同、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为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少数民

族民族认同问卷等工具，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和民族认同及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民族认同在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心理韧性对生活满意度

具有影响作用；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可通过民族认同的中介作用进行。结论：这一研究提示，心理

韧性能通过民族认同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对大学生的幸福感提升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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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在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背景下，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

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认为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应该是一种广义的认同，它还应该包括个

体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这是民族认同的层次问题［1］。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

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

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可见青年一代的成长在国家的发展过

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青年队伍当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重视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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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学生群体的生活和心理现状，关心他们的成长成才，更好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

起。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并探讨民族认同、

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为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心理韧性也叫心理弹性，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定义，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过不

同的解释。如，朱塞佩（Juseph）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体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需要逆境进行调整和适应

的能力［2］；马克斯特伦（Markstrom）认为心理韧性是一种有适应能力对抗压力的个人特质，纵使面对

不幸的生活经验，个体也能够克服并且得到成长［3］。国内学者胡月琴等人对心理韧性的定义为个人面

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

弹能力”［4］。综合来看，心理韧性指的就是个体经历过负性事件后能够重新恢复到正常水平的能力。

民族认同的理论最早来源于塔吉费尔（Tajfel）和特纳（Turner）［5］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者

认为民族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于他或她对某一（些）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了解，以及对该群体

和该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知识。随着自我概念在青春期逐渐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菲

尼（Phinney）等人［6］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和依恋

程度。民族认同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过程，民族身份探索在青少年时期尤其重要，个人需要探索

自己的民族以及对他们的意义，并且接受和内化了自己的民族之后，才能获得民族认同感［7］。以上两

种概念都强调了民族认同在青少年时期的身份属性以及重要性。过去的许多研究已经证实，民族认同是

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许多积极心理结果相关。例如，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纵向研究发现，大量学生的民族认同在整个发育时期都有所增加，并且与积极的亲子关系相关［8］。但

同时，也有一部分研究报告了民族认同与消极行为结果相关或得到不确定的结果［9，10］。这可能是由于

文化背景与被试群体的不同所造成的。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我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和评价［11］。心理发展理论［12］认为自我认同和谐

一致、稳定良好时，对于心理健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有研究表明具有成熟身份认知的大学生群体通常

表现出高度的适应能力和积极的人格特征［13-15］。当个体拥有较高的民族认同感时，表现出的积极的品

质会促进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16］。同时，有相关研究证实了民族认同和生活满意度有相关关系，提

高民族认同感可以增强生活满意度［17-21］。在对亚洲群体的研究中发现，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有关，

尤其当被试群体是中国人时。一项以仫佬族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较高的民族认同还能使个体获得归

属感和社会支持感，当遇到困难时，还能使个体获得力量感、胜任感，能够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

进而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17］。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民族认同在其中的中介作

用，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心理韧性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假设 H2：心理韧性通过促进民族认同，显

著影响生活满意度。本研究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下假设：以心理韧性为预测变量，生

活满意度为结果变量，民族认同为中介变量，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中介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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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 生活满意度

图 1  假设中介效应模型图

Figure 1 Hypothetical mediating effects model diagram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我国民族类高校中选取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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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被试 290 人（72.9%），女性

被试 108 人（27.1%）；大一学生 62 人（15.6%），大二学生 218 人（54.8%），大三学生 88 人（22.1%），

大四学生 30 人（7.5%）；理工科专业学生 206 人（51.8%），文史科专业学生 192 人（48.2%）。所有

参与调查的被试均对研究知情同意。

2.2  工具

2.2.1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由胡月琴等人编制［4］﹐量表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五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74，量表

共 27 题。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该量表由张兴贵等人编制［22］，量表包含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

由满意度五个维度，采用 7 点记分法，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5，

量表共 36 题。

2.2.3  少数民族民族认同问卷

该问卷由史慧颖等人编制［1］，问卷包括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两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得

分越高，民族认同感越强。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65。问卷共有 30 道题，其中包含 6 道测谎题。

2.3  统计处理

使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及描述性统计的运算，运用 PROCESS 4.5 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方法抽样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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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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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2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由于本研究所有数据的获取均来自问卷自我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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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个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6.1%，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明数据可用于验证中

介模型。

3.2  被试民族分布情况

本研究共收集 398 份数据，经分析，参与研究的共有来自 20 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藏

族的同学最多，人数比例达到 30.8%，回族同学的数量紧随其后，占到了 24.1%，同时也有较多满族和

壮族的同学参与了问卷调查。

表 1  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分布情况

Table 1 Ethnic distribu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ethnic minorities

序号 民族 人数（人） 百分比（%）
1 藏族 122 30.7
2 回族 96 24.1
3 满族 48 12.1
4 壮族 33 8.3
5 苗族 18 4.5
6 彝族 18 4.6
7 蒙古族 14 3.5
8 维吾尔族 14 3.5
9 瑶族 6 1.5

10 布依族 4 1
11 鄂伦春族 4 1
12 土家族 4 1
13 白族 3 0.8
14 毛南族 3 0.8
15 达斡尔族 2 0.5
16 傣族 2 0.5
17 哈尼 2 0.5
18 水族 2 0.5
19 土族 2 0.5
20 东乡族 1 0.3

3.3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民族认同在人口学上的差异

性别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民族认同、生活满意度得分上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专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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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民族认同、生活满意度得分上均具有显著性的计学意义，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民族认同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x±s）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tough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amo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x ± s )

项目 人数 统计值 心理韧性 生活满意度 民族认同

性别
男 290 2.94±0.93 4.77±1.07 3.50±0.83
女 108 3.28±0.38 5.36±0.61 3.73±0.35

t -3.674*** -5.501*** -2.817***

专业类别
理工类 206 1.98±1.27 4.56±0.85 2.63±1.10 
文史类 192 3.21±0.59 4.77±1.05 3.69±0.54 

t -2.15** 5.22** -4.39**

注：***p<0.001 在 0.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3.4  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民族认同各维度平得分

分别计算三个量表各维度得分的平均分及标准差。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总体水平良

好，情绪控制维度分数较低；民族认同总分较高，不管是本民族认同还是中华民族认同，都具有较高水平；

生活满意度方面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集中在中间得分附近，具有可提升空间。

表 3  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倾向各维度得分（x±s）

Table 3 Scores on dimensions of ethnic identity, life satisfaction, and tendency to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ethnic minority adolescents (x ± s )

项目 x s
目标专注 3.35 1.15
情绪控制 2.59 0.89
积极认知 3.50 1.14
家庭支持 3.08 0.89
人际协助 2.84 0.88

本民族认同 3.62 0.74
中华民族认同 3.78 0.89

友谊满意度 5.09 1.23
家庭满意度 5.03 1.44
学校满意度 4.62 0.79
学业满意度 4.97 1.24
自由满意度 5.08 1.15
环境满意度 4.74 0.85

3.5  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民族认同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统计结果（表 4）发现，研究中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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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关分析（n=398）

Table 4 Related analysis (n=398)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目标专注 1
情绪控制 0.497** 1
积极认知 0.913** 0.513** 1
家庭支持 0.574** 0.649** 0.636** 1
人际协助 0.637** 0.803** 0.644** 0.780** 1

本民族认同 0.733** 0.557** 0.788** 0.806** 0.709** 1
中华民族认同 0.778** 0.484** 0.834** 0.729** 0.616** 0.925** 1

友谊满意度 0.748** 0.307** 0.681** 0.208** 0.357** 0.487** 0.554** 1
家庭满意度 0.742** 0.267** 0.678** 0.176** 0.352** 0.466** 0.522** 0.903** 1
学校满意度 0.462** 0.391** 0.520** 0.476** 0.474** 0.553** 0.529** 0.567** 0.540** 1
学业满意度 0.657** 0.260** 0.620** 0.169** 0.312** 0.437** 0.479** 0.884** 0.857** 0.600** 1
自由满意度 0.741** 0.253** 0.711** 0.310** 0.368** 0.575** 0.629** 0.839** 0.835** 0.592** 0.803** 1
环境满意度 0.470** 0.504** 0.497** 0.466** 0.547** 0.553** 0.561** 0.536** 0.515** 0.690** 0.511** 0.589** 1

3.6  民族认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索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

PROCESS 4.5 检验多因变量的中介模型。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后，以心理韧性

为自变量、民族认同为中介变量，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检验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在心理韧性与

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从表 5 中可看出，本次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本次的运算结

果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经 Bootstrap 方法检验，如表 6 所示，民族认同在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总体

来看，模型总效应的 36.2% 为中介效应，即心理韧性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有 36.2% 通过民族认同起作用。

路径系数如图 2 所示。

表 5  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效应

Table 5 Regression effects in mediated effects analysis

回归方程（N=398）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B t

民族 韧性 0.87 0.76 303.34 0.73 29.97**

满意 韧性 0.72 0.51 82.90 0.44 5.29**

民族 0.34 3.54**

满意 韧性 0.71 0.50 97.63 0.67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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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民族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6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thnic identity

效应值 标准误
Bootstrap95%CI

占总效应比率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69 0.05 0.60 0.78
直接效应 0.44 0.08 0.28 0.61
间接效应 0.25 0.08 0.09 0.40 36.2%

民族认同

心理韧性 生活满意度

0.73** 0.34**

0.67**

图 2  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模型

Figure 2 A mediation model of mental tough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4  讨论

4.1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与其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这与过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24］。这意味着，拥有较高水平心理韧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有可能体验到更高程度的生活满意度。心

理韧性在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面临诸如文化认同困惑、社

会适应压力等方面的挑战，而心理韧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并保持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少数民族文化可能对心理韧性的培养产生积极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往往强调团结、坚韧和适应性，这些

特质有助于培养心理韧性，从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在其文化传统中找

到支持和力量，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鉴于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教育和心

理干预措施可以有针对性地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发展，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这包括通过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咨询服务等方式，培养学生应对挑战的能力，提高其心理韧性水平。

4.2  民族认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民族认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一方面，民族

认同作为个体对自身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体验，可能对心理韧性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较高水平的民

族认同感可能为个体提供一种安全感和自豪感，从而有助于培养其心理韧性，增强应对挑战的能力。另

一方面，心理韧性也可能促进个体对民族认同的积极体验。具有较高水平心理韧性的个体可能更能应对

来自外界的文化认同困扰和挑战，从而更加自信地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民族认同。本研究结果可能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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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心理韧性可能通过

影响个体对民族认同的认同程度，进而影响其对生活的满意度。这意味着，民族认同在连接心理韧性与

生活满意度之间扮演了桥梁的角色。考虑到民族认同在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教育和

社会支持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建构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提供跨文化交流机会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发展，并培养其心理韧性，从而提升其生

活满意度。本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选择偏差、测量工具的有效性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可

以采用更加全面的研究设计和方法，深入探讨民族认同在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机制，并

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

5  结论

（1）心理韧性能显著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满意度；

（2）民族认同能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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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ental Toughness o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Xiao Yang Lei Tianyang Dai Weidi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ols such as the 
Adolescent Mental Toughness Scale,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Questionnaire for 
Ethnic Minoriti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toughness, life satisfac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dimensions among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stablis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between mental tough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Results: Mental toughness has an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tough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mediated through ethnic identit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life satisfaction through ethnic identi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llege students’ well-being enhancement efforts.
Key words: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toughness; Life satisfaction; Ethnic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