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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 感 的 影 响。方 法：采 用 社 会 排 斥 量 表、人 际 信 任 量 表、抑 郁 量 表 和

获得感量表对１３５７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社会排斥与抑郁之间显著正相关（ｒ＝０．５３，Ｐ＜０．０１）、与人际信

任和获得感之间显著负相关（ｒ＝－０．２９，－０．５３；Ｐ＜０．０１）；人 际 信 任 与 抑 郁 之 间 显 著 负 相 关（ｒ＝－０．３１，Ｐ＜０．０１）、与

获得感之间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８，Ｐ＜０．０１）；抑郁与获得感之间 显 著 负 相 关（ｒ＝－０．４７，Ｐ＜０．０１）；②大 学 新 生 社 会

排斥对获得感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０．６５；③人际信任和抑郁不仅在 大 学 新 生 社 会 排 斥 与 获 得 感 之 间 起 显 著

的单独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０．０４、－０．１９，也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与获得感之间起显 著 的 链 式 中 介 作 用，效

应值为－０．０２。结论：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可以直接影响获得感，还可以 通 过 人 际 信 任 和 抑 郁 的 单 独 中 介 作 用 及 链 式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获得感。

【关键词】　大学新生；社会排斥；人际信任；抑郁；获得感

中图分类号：Ｒ３９５．６，Ｂ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４８１１（２０２４）１０－１５７５－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４２／ｊ．ｃｎｋｉ．ｃｊｈｐ．２０２４．１０．０２８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４，３２（１０）：１５７５－１５８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Ｔｈｅ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ｏｕ①②

①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ｎｇｒ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Ｔｏｎｇｒｅｎ　５５４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②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１３５７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Ｓｃａ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①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０．５３，Ｐ＜０．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ｒ＝

－０．２９，－０．５３；Ｐ＜０．０１）；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０．３１，Ｐ＜
０．０１），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ｒ＝０．２８，Ｐ＜０．０１）；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ｒ＝－０．４７，Ｐ＜０．０１）．②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０．６５．③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０．０４ａｎｄ－０．１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０．０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ｇａｉｎ

　　获得感是指个体在物质或精神层面获得后内心

深处所产生的一系列主观感受，是一种满足和幸福

的积极情绪体验，这种体验是个体主观认知、情感体

验和行为的综合反应，并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持续

性的特点［１］。获得感通常包含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

意度双重意蕴，体现了个体对美好向往的强烈期许

与价值表达［２］，有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助

于形成良好社会心态，促进其社会化发展［３］。总之，

获得感的实现能够帮助个体增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

度，拥有更多积极情绪和良好情感体验，并对未来充

满信心，进而实现自我价值，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提

升［４］。对于大学新生而言，离开原有熟悉的环境，独
自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可能会面临理想与现实

差、生活环境不适应、人际关系困扰、时间管理混乱

和学习方式转变等方面的压力［５］，易对其身心健康、
学业和身心发展造成损害，阻碍其健康发 展［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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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学新生正处于自我意识快速发展、人格品质形

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完善其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的关键期，不同程度地面临较多挑战，会增加大学新

生心理问题发生的风险。基于此，在大学新生入学

适应过渡期提升大学新生获得感能有效促进其身心

健康发展，拥有更多积极情绪体验，努力调整自身心

理和行为，实现大学生角色的转换和角色所赋予的

任务与要求，进而实现自我价值与全面发展，在大学

阶段更好学习生活。因此，考察大学新生获得感的

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提升大学新生的获得感

水平，以及大学新生在大学阶段健康的学习生活具

有重要意义。

　　社会排斥是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

斥或拒绝，一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

的现象和过程，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排斥、拒绝、孤立

和无视等［７］。对于学生而言，社会排斥是指其 在 校

园生活和团体中无法保持或建立正常人际关系，不

被认同，丧失参与或其他平等权利的边缘化现象［８］，
会对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具体而言，认知

方面，社会排斥会削弱个体认知功能，对其智力、逻

辑推理［９］、工作 记 忆［１０］、注 意 力 和 思 考 力 等 产 生 负

面影响［１１］；情绪 方 面，社 会 排 斥 会 导 致 个 体 产 生 较

多负面情绪，并且不能有效调控这种负面情绪，进而

导致焦虑症、抑郁症和恐惧等情绪障碍的产生［１２－１４］；
行为方面，遭受社会排斥的个体处于一种挫折的社

会环境中，会导致个体追求目标的过程受阻，自我控

制能力下降，进而增加不良行为发生的风险［１５］。不

难看出，社会排斥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均产生

负面影响，而获得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个体对主

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的综合反应［１］。由此推测，
社会排斥是影响获得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根

据需要层次理论，个体成长过程中需要满足归属和

爱的需要，即个体需要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通过交

朋友、追求爱情或参加团体并在其中体验到被接受、
被重视［１６］。而社 会 排 斥 感 强 的 个 体 则 无 法 与 他 人

建立正常情感联系，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其归

属感被剥夺，容易感受到被拒绝、被忽视，进而产生

较低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获得感不高。已有研究表

明，社会排斥与获得感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排斥能

够负向预测获得感［１７］。据此，提出假设１：大学新生

社会排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获得感。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他人或

团体的言语、承诺、书面或口头的陈述可以相信和依

靠的程度，是一种期望或信念［１８］。根据社会交换理

论，人际信任包含对他人的积极期望，这种积极期望

有利于个体 通 过 帮 助、合 作 等 实 现 目 标 或 任 务［１９］，
进而有利于个体体验到较高的自我价值感。研究证

实，人际 信 任 作 为 重 要 的 社 会 支 持 和 心 理 资 源 之

一［２０］，能够 为 个 体 营 造 充 满 安 全 感 和 信 任 感 的 氛

围，在这种氛围中能够感受到幸福感［２１］。并且在社

交活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自信，容易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自我内心积

极体验和幸福感水平。此外，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对生活有更

高的满意度［２２］。可以看出，良好的人际信任水平能

有效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与生活满意度，在生

活中能够切实感受到满足感和幸福感，有利于形成

较强的获得感。由此可知，人际信任是获得感的重

要影响因素，人 际 信 任 可 以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获 得 感。
此外，根据焦虑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水平高的个

体在人际交往过程有更多焦虑情绪体验［２３］，导致其

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社会联结弱，相应地人际信任水

平低。同时，社会排斥会让个体对他人或群体有逃

避和退缩心理［２４］，导致个体对人际交往的关系需求

无法满足，进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更加谨慎小心，对
他人表现出不信任感，人际信任水平低。已有研究

表明，社会排斥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排

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人际信任［２５］。综上，社会排斥

可以预测人际信任，而人际信任又能预测获得感，则
社会排斥可能会通过人际信任对获得感产生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２：人际信任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

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抑郁是一种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缓、
缺乏活力、言语动作减少为主要特征的消极情绪体

验［２６］，会导致个 体 在 人 际 交 往、社 会 学 习 和 社 会 适

应等方面出现困难［２７］。研究显示，大学阶段作为个

体抑郁出现的高发时期，大学新生的抑郁总体检出

率要明显高 于 大 学 阶 段 其 他 年 级 群 体 的 抑 郁 检 出

率［２８］。根据抑郁认知理论，抑郁个体对于负性情绪

的注意偏向更加强烈，这会激活个体对自我的消极

认 知 和 态 度，增 加 个 体 对 自 我 价 值 的 否 定 和 怀

疑［２９］，在此基础 上，会 进 一 步 导 致 个 体 出 现 工 作 效

率低下、人际交往障碍［３０］、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和自

伤等，甚至出 现 自 杀 行 为［３１］。可 以 看 出，抑 郁 会 导

致个体产生更多消极情绪体验和问题行为。研究证

实，获得感的心理根源包括个体的情绪和行为成分，
积极的情绪体验和行为有助于形成较高获得感；反

之，消 极 的 情 绪 体 验 和 问 题 行 为 则 会 降 低 获 得

感［３２］。由此推测，抑 郁 与 获 得 感 之 间 关 系 密 切，抑

郁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获得感。根据需要威胁时间模

型，长期的社会排斥感会让个体产生强烈疏离感、无
助感和无意义感，进而否定自我价值，导致出现抑郁

情绪，造成情 绪 调 节 功 能 失 调［３３］。同 时，抑 郁 人 际

理论认为，不良的人际关系是抑郁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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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３４］。而社会排斥则会导致人际关系破坏，个体

的人际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导致个体产生无助

感和无价值感，形成消极情绪体验，进而增加抑郁发

生的风险。不难看出，社会排斥是导致抑郁的重要

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与抑郁存在显著正

相关，社会排 斥 能 正 向 预 测 抑 郁［３５］。综 上，社 会 排

斥可以预测抑郁，而抑郁又能预测获得感，则社会排

斥可能会通过抑郁对获得感产生作用。据此，提出

假设３：抑郁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感的影 响

中起中介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人际信任作为建立人际关系的

基础，对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具有重要

作用。人际信任水平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有较强

信任度与安 全 感，能 够 实 现 与 他 人 的 情 感 交 流［３６］，
有更多积极情绪体验。反之，人际信任水平低的个

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不信任态度［３７］，导致其无法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出现人际交往或人际关系困扰。
根据抑郁人际关系理论，不良的人际关系是导致抑

郁产生并持 久 的 重 要 因 素［３４］。即 人 际 信 任 水 平 低

的个体伴随有无助感、虚弱感和怀疑感等，从而体验

到更多抑郁情绪。已有研究表明，人际信任与抑郁

存在显著负 相 关，人 际 信 任 可 以 负 向 预 测 抑 郁［３８］。
据此，提出假设４：人际信任和抑郁在大学新生社会

排斥对获得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关于

社会排斥、人际信任、抑郁和获得感四者之间的链式

中介模型，拟考察社会排斥对获得感的影响及人际

信任和抑郁在二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期为提

升大学新生获得感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１６００名大一新生进

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新生入学３个月后开

展，共 发 放 问 卷 １６００ 份，有 效 问 卷 １３５７ 份

（８４．８１％），其 中 男 生４６６人，女 生８９１人。平 均 年

龄为１９．３３±１．１４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社会 排 斥 量 表　采 用 张 登 浩 等 人 修 订 的 社

会排斥量表［３９］。共１１个项目，２个维度，采用５级

计分。被试得分越高，则社会排斥感越强。本研究

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７８。

１．２．２　人际 信 任 量 表　采 用 丁 妩 瑶 和 彭 凯 平 修 订

的人际信任量表［４０］。共１０个项目，单维度，采用５
级计分。被 试 得 分 越 高，说 明 人 际 信 任 水 平 越 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７３。

１．２．３　抑 郁 量 表　采 用 章 婕 等 人 修 订 的 抑 郁 量

表［４１］。共２０个项目，单维度，采用４级计分。被试

得分越高，则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９０。

１．２．４　获得 感 量 表　采 用 朱 军 帅 编 制 的 获 得 感 量

表［４２］，共２５个题项，３个维度，采用７级计分。被试

得分越高，则获得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α为０．９５。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对数据 进 行 描 述 性 统 计、相 关

分 析 和 回 归 分 析。同 时，采 用 ＳＰＳＳ 宏 程 序

ＰＲＯＣＥＳＳ进 行 链 式 中 介 效 应 检 验，采 用 偏 差 校 正

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

行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 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 因 素 法 进 行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检

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有１０个，第一

个公 因 子 的 方 差 解 释 率 为２５．７０％，低 于 临 界 值

４０％。因此，本研究数据中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

影响。
表１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ｒ）

项　目 �ｘ±ｓ　 １　 ２　 ３　 ４

１社会排斥 ２．７５±０．５３　 １

２人际信任 ２．７５±０．４４ －０．２９＊＊ １

３抑　郁 １．７０±０．４６　 ０．５３＊＊ －０．３１＊＊ １

４获得感 ４．７３±０．９２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４７＊＊ 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２．２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社会排斥与抑郁之间显著正相关、与人际信任

和获得感之间显著负相关；人际信任与抑郁之间显

著负相关、与获得感之间显著正相关；抑郁与获得感

之间显著负相关，见表１。

２．３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４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以社

会排斥为自变量，获得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和抑郁

为中介变量，根据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大学

新生人际信任和抑郁在社会排斥对获得感影响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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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作用，进行回归分析，见表２。
表２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Ｆ β ｔ

人际信任 ０．２９　 ０．０８　 １２６．００

社会排斥 －０．２４ －１１．２２＊＊＊

抑　郁 ０．５５　 ０．３１　 ３０７．８９

社会排斥 ０．４２　 ２０．３６＊＊＊

人际信任 －０．１９ －７．６２＊＊＊

获得感 ０．５８　 ０．３４　 ２３６．７７

社会排斥 －０．６５ －１４．４１＊＊＊

人际信任 ０．２０　 ４．０９＊＊＊

抑　郁 －０．４７ －９．０７＊＊＊

表３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

效应类型 路　径 效应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　限　　　上　限

中介效应 社会排斥→人际信任→获得感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２

社会排斥→抑郁→获得感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１４

社会排斥→人际信任→抑郁→获得感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直接效应 社会排斥→获得感 －０．６５ －０．７４ －０．５６

图１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社会排斥能显著预测人际信任；社会

排斥和人际信任均能显著预测抑郁；当社会排斥、人
际信任和抑郁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社会排斥、人际

信任和抑郁均能显著预测获得感，见图１。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

行链式中介检验，重复抽取５０００次，计算中介效应

的９５％置信区间。结果见表３，大学新生社会排斥

对获得感的影响受到了３条路径的影响，分别是：①
社会排 斥→人 际 信 任→获 得 感，效 应 值 为－０．０４，

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７，－０．０２）不包含０；②社会排斥

→抑郁→获 得 感，效 应 值 为－０．１９，９５％的 置 信 区 间

（－０．２５，－０．１４）不包含０；③社会排斥→人际信任→抑

郁→ 获 得 感，效 应 值 为－０．０２，９５％ 的 置 信 区 间

（－０．０３，－０．０１）不包含０。可以看出，３条路径９５％的

置信区间不包含０，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大学新

生人际信任和抑郁在社会排斥对获得感的影响中起

链式中介作用。

３　讨　论

３．１　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感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新生社会排斥与获得感存在

显著负相关，社会排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获得感，验
证了假设１。表 明 大 学 新 生 社 会 排 斥 越 强，其 获 得

感越低。大学新生正处于入学适应过渡期，面对全

新环境需要 在 校 园 生 活 和 团 体 中 建 立 正 常 人 际 关

系，满足归属需求和人际关系需求，更好适应大学生

活。而当大学新生体验到较强的社会排斥时，意味

着其在入学适应过渡期期遭受到了同伴排斥、拒绝

和疏远等［７］，容易使大学新对他人产生消极认识，同
时伴有更多负性情绪体验和行为，进而不能有效调

控在入学适应期面临的人际交往、时间管理、学习与

生活安排等方面的压力。使得大学新生在新环境中

的归属需求和人际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对大学阶

段学习生活产生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感，无法真正在

生理和心理上获得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对大学阶段

学习生活满意度低，最终导致大学新生获得感较低。

３．２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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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２，表明大

学新生社会 排 斥 会 通 过 人 际 信 任 对 获 得 感 产 生 影

响。大学阶段作为社交关系的敏感期，大学生对社

交关系有较 高 期 待［４３］，对 于 大 学 新 生 而 言，良 好 的

社交关系有利于其更好开始大学阶段生活。而当大

学新生在新环境中遭受社会排斥时，难以与他人或

群体建立良好联结，并会对他人产生怀疑，对人际交

往更加敏感，人际信任度降低。根据焦虑社会排斥

理论，社会排斥水平高的大学新生有更多焦虑情绪

体验［２３］，对他人 或 群 体 有 逃 避 和 退 缩 心 理，表 现 出

较强的不信任感，人际信任水平低。在此基础上，人
际信任水平低的大学新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缺乏信

任 感 和 安 全 感，会 感 知 到 更 多 的 紧 张 感 和 威 胁

感［４４］，并且倾向于关注冒犯、背叛等消极信息，深度

担忧他人可能将自己置于消极境地［４５］，进而严重降

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体验，导致获得感

水平降低。

３．３　抑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抑郁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

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３，表明大学新

生社会排斥会通过抑郁对获得感产生影响。大学新

生入学时间短，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技巧，如果长时

间遭受他人或团体的排斥与拒绝，则无法在大学校

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阻，
无助感和无意义感明显，易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增加

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同时，根据抑郁的人际关系理

论［３４］，长时间的社会排斥会让大学新生陷入不利社

会情境中，伴随着强烈的心理焦虑与心理压力，难以

调控内在心理焦虑，进而诱发抑郁情绪。在此基础

上，抑郁情绪会导致大学新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缺乏

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阻碍自我发展。根据抑郁认知

理论［２９］，抑郁情绪会促使大学新生对自我的消极认

知和态度更强烈，加之入学时间不久，面对陌生校园

环境，会增加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与否定，不能很好应

对环境变化、人际交往和学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

压力，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和问题行为，导致对

大学生活的美好期许降低，幸福感和满意度不高，获
得感水平低。

３．４　人际信任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和抑郁在大学新生社会

排斥对获得感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

设４，表明大学新生的社会排斥感可以通过人际 信

任影响抑郁，进而影响获得感。当大学新生长时间

遭受社会排斥时，在较长时间段内反复被他人所排

斥或忽视，这会降低大学新生与他人交往的意愿，并
且在社交方面有退缩行为，进而对他人有强烈的不

信任感，人际信任水平低。而人际信任水平低的大

学新生无法与他人建立正常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

中缺乏信任感［３７］，往往会对他人形成消极认知和评

价，易出现人际关系困扰，这种人际关系困扰会增加

大学新生的无助感、不安全感、自卑和孤独等，进而

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４６］，大学新生可能会体验到更

多抑郁情绪。而抑郁情绪作为一种负性情绪体验，
会激活个体对自我的消极认知和态度，进而导致大

学新生在人际交往、学习和入学适应等方面出现困

难时不能采取积极有效应对策略，对自我价值认可

度不高［２９］，并且 自 我 控 制 力 和 胜 任 感 弱，会 出 现 一

系列消极后果，最终形成较低的获得感。

３．５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初步揭示了人

际信任和抑郁在大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感影响中

所起的链式中介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大学新生获得

感的理论研究，对提升大学新生获得感提供了重要

启示，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辅

导员等可以从降低大学新生社会排斥、抑郁情绪的

角度，以及提升大学新生人际信任的角度有针对性

地开展获得感干预研究。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

不足。第一，研究选取的被试是大学新生，样本丰富

性不够，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选取不同教育阶段的不

同年级被试考察其结果否具有一致性，进一步检验

其结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第二，大学新生社会排斥

对获得感的影响中，除了人际信任和抑郁的链式中

介作用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变量与作用机制，未来研

究可以考虑引入其他变量与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大

学新生社会排斥对获得感影响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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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Ｊ］．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２４
（２）：１６９－１８４

［３８］张许林．基于结构方 程 模 型 下 人 际 信 任 在 领 悟 社 会 支 持 对 大 学

生抑郁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Ｄ］．吉首：吉首大学，２０２３
［３９］张登浩，黄莲琼，董 妍．青 少 年 社 会 排 斥 量 表 在 我 国 青 少 年 中 的

信效度检验［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６（６）：１１２３－１１２６
［４０］丁妩瑶，彭凯平．中 译 人 际 信 任 量 表 勘 误 及 修 订［Ｊ］．心 理 月 刊，

２０２０，１５（６）：４－５＋７
［４１］章婕，吴振云，方格，等．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全国城市常模的建立

［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２）：１３９－１４３
［４２］朱军帅．大学生获得感量表编制及特征研究［Ｄ］．呼和浩特：内蒙

古师范大学，２０２０
［４３］贾彦茹，张守 臣，金 童 林，等．大 学 生 社 会 排 斥 对 社 交 焦 虑 的 影

响：负面评 价 恐 惧 与 人 际 信 任 的 作 用［Ｊ］．心 理 科 学，２０１９，４２
（３）：６５３－６５９

［４４］马建青，黄雪雯．大 学 生 人 际 信 任 与 主 观 幸 福 感 的 关 系：亲 社 会

行为与攻击 行 为 的 中 介 作 用［Ｊ］．应 用 心 理 学，２０２２，２８（１）：４１－

４８
［４５］郝家宁，张野，李佳霖，等．父母关爱与高中生马基雅维利主义人

格的关系：校园排斥与 人 际 信 任 的 链 式 中 介 作 用［Ｊ］．成 都 师 范

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９（７）：６６－７５
［４６］吴明碧，杨冰香，刘 忠 纯，等．儿 童 期 创 伤 对 成 人 抑 郁 的 影 响：功

能失调性态度和人际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Ｊ］．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２０２４，３２（２）：１７７－１８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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