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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各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宗教信仰 对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心

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ＳＣＬ－９０和 主 观 幸 福 感 量 表 调 查 得 知，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的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总 体 良 好，

但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惧因子方面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他们在总体

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水平较高、消极情 感 较 低；宗 教 信 仰 对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心 理 健 康 和 主 观 幸 福 感 起 积 极 的 调 节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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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宗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的基本要

素之一。Ｐａｒｇａｍｅｎｔ（１９９７）认 为， “宗 教 是 一 种

过程，是对与神圣事物相关的事物或方式意义的一

种追求”。［１］宗 教 信 仰 关 系 到 人 的 精 神 世 界，美 国

著名心理学家Ｊａｍｅｓ认为，宗教经验对道德的提高

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作用。［２］调查显示，我国现有

信教人数１亿余人，其中少数民族信教人数所占比

重较大。［３］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在

进入汉族文化圈时难免存在一定的适应问题。在少

数民族人 口 流 动 中，民 族 大 学 生 是 较 大 的 群 体 之

一，他们在融入汉文化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心理

问题。［４］同 时，幸 福 感 是 心 理 健 康 的 重 要 标 志 之

一，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

心理指标，［５］经常体验到幸福感的人就是一个心理

健康成长的人。［６］因此，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的一

项重要内容。［７］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需要，部分大学

生认为宗教信仰能够弥补和治愈心灵创伤。［８］戴燕

在调查青海省基督教徒信教的变化后发现，基督教

徒都认为自己信教后在身心等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

化。［８］有研究者认为，在当代的心理治疗中，宗教

信仰有着重要的作用，宗教信仰与健康、幸福有着

积极的关 系，［９］宗 教 信 仰 可 以 促 进 个 体 主 观 幸 福

感。［１０］目前，国内对于宗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

思辨研究，相关心理学研究明显不足，还处于一种

零星探索阶 段。［９，１０］而 且，从 心 理 学 角 度 研 究 宗 教

问题的实证研究更是非常有限。通过以上梳理，宗

教信仰对信徒的健康、幸福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那

么，民族大学生作为少数民族群体中特殊人群，宗

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尚不明晰。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学研究角度

出发，探讨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为的高校民族生心理健

康教育建设和主观幸福感提升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被试和方法

（一）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甘肃省某高校民族班

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４６０份，回收有效

问卷４４７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９７．１７％。其 中 男 生

１６９人，女生２７８人；年龄为２０．８３±１．５４岁；大

一１３２人，大二１５５人，大三１２０人，大四４０人。
（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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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状 自 评 量 表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ＳＣＬ－９０）：由Ｌ．Ｒ．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１９７５年 编 制，王 征 宇

等１９８４年修订，强 迫 症 状 （１０个 项 目）、包 括 躯

体化 （１２个项目）、人际关系敏感 （９个项目）、焦

虑 （１０个项 目）、抑 郁 （１３个 项 目）、敌 对 （６个

项目）、恐怖 （７个项目）、精神病性 （１０个项目）、
偏执 （６个项目）、其他 （７个项目）等１０个分量

表测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采用

５级 评 分 制 法，其 中１表 示 没 有，２表 示 很 轻，３
表示中等，４表示偏重，５表示严重。ＳＣＬ－９０具有

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１］同时也在少数民族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１２］

主观幸福感量表：由Ｅｄ　Ｄｉｅｎｅｒ等编制，包括

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感体验等

三个分量表。［１３］该量表采用７点量表评定：１分表

示根本没有，７分表示所 有 时 间， （变 化 趋 势：由

无到有，由 弱 到 强）。相 应 量 表 分 （即 项 目 均 分）
是量表中各项目分累加起来，再除以项目数。该量

表在跨文化研究中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４］在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Ａｌｐｈａ）分别为

０．８１，０．８１，０．７８，同样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
人口学统计问卷：包括年龄、性别、学院、年

级、民族、专业、政治 面 貌、宗 教 信 仰、生 源 地、
居住地和学习历程中各民族占有的情况 （汉族人数

占多数，本民族人数占多数，汉族与本民族人数差

不多，其他少数民族人数占多数）等。
（三）数据收集方式

对所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的方式调查，考虑到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理解的文化水平差异，采用

３名主试负责一次调查，集中５天完成。在确认调

查对象完全理解指导语之后开始填写问卷。为了确

保问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采用不记名方式进行填

写，并且当场回收并粗略审查问卷，以免漏填、错

填。
（四）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

描述性统计、ｔ检验以及协方差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构成情况涉

及壮族、彝族、维 吾 尔 族、苗 族、蒙 古 族、满 族、
回族、东乡 族、藏 族 等９个 民 族 （见 表１），其 中

无宗教信仰的有１１３人，信仰佛教有７０人，信 仰

伊斯兰教有２６４人。从表１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要以回族为主，同时调查其他不

同的少数民族 （９个）。
表１　各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构成情况 （Ｎ＝４４７）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壮 １７．００　 ３．８０　 ３．８０　 ３．８０
彝族 １３．００　 ２．９０　 ２．９０　 ６．７０
维吾尔 ２５．００　 ５．６０　 ５．６０　 １２．３０
苗 １６．０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１５．９０
蒙古 ３３．００　 ７．４０　 ７．４０　 ２３．３０
满 １０．０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５．５０
回 ２０４．００　 ４５．６０　 ４５．６０　 ７１．１０
东乡 ５４．０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　 ８３．２０
藏 ７５．００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４４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

为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中周围的民族构成

情况，本研究调查了他们的居住地和学习各阶段的

各民族人数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各少数民族大学生居住地和各教育阶段的

民族人口占有情况 （Ｎ＝４４７）

从我们的调查统计得知，在他们的居住地中认

为本族人数 占 多 数 达 到 了４５．６％，小 学 阶 段 认 为

本族人数占 多 数 有４９．２％，初 中 阶 段 认 为 本 族 人

数占了３９．１％，高 中 阶 段 认 为 本 族 人 数 占 多 数 的

有２８％，大 学 阶 段 认 为 本 族 人 数 占 多 数 只 有

１５．２％，由上图可 以 看 出，随 着 受 教 育 程 度 的 提

高，各少数 民 族 大 学 生 认 为 汉 族 占 多 数 也 逐 步 上

升。
（二）少数民族大学 生 总 体 心 理 健 康 和 主 观 幸

福感情况

从元分析的数据来看，民族生心理健康水平和

大学生更接近，采用张智勇等１９９８年的研究成果

更适合作为中 国 大 学 生ＳＣＬ－９０调 查 比 较 标 准。［１２］

因此，本研究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ＳＣＬ－９０因子与

中国大学生常模进行比较，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 躯 体 化、

强迫、焦虑、恐惧因子均分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常

模，说明他们的这几个因子健康水平较差，而在人

际关系、偏 执 因 子 均 分 却 显 著 低 于 中 国 大 学 生 常

模，他们 在 这 几 个 因 子 上 健 康 水 平 表 现 良 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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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抑郁、敌对和精神病性因子均分上与中国大

学生常模差异不显著。因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情况比较复杂，并非是线性单

一的情况。
表２　ＳＣＬ－９０因子与中国大学生常模的比较

（Ｎ＝４４７，Ｘ±ＳＤ）

少数民族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常模 ｔ值
躯体化 １．６３±０．６６　 １．４５±０．４９　 ５．６８＊＊＊

强迫 ２．１６±０．７２　 １．９８±０．６４　 ５．２１＊＊＊

人际关系 １．８９±０．６７　 １．９８±０．７４ －２．７１＊

抑郁 １．８５±０．６７　 １．８３±０．６５　 ０．６６
焦虑 １．７７±０．６９　 １．６４±０．５９　 ３．８６＊＊＊

敌对 １．７５±０．６９　 １．７７±０．６８ －０．６６
恐惧 １．６５±０．６５　 １．４６±０．５３　 ６．２２＊＊＊

偏执 １．７１±０．６２　 １．６３±０．５４ －５．００＊＊＊

精神病性 １．６６±０．６２　 １．６３±０．５４　 ０．９９

　　注：＊代表ｐ＜０．０５，＊＊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０１
（下同）。

主观幸福感包括三个分量表，分别是总体生活

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况三个方面。少数民族

大学生其得分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基本情况 （Ｎ＝４４７）

总体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Ｍ　 ３．６１　 ４．２５　 ３．００
ＳＤ　 １．１１　 １．０４　 ０．８９

由于采 用７点 量 表 计 分，各 分 量 表 均 分 都 为

３．５分。从上表 可 以 看 出，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在 积 极

情感上高于量表均分，消极情感则低于量表均分，在
总体生活满意度上近似量表均分。所以，少数民族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较高，他们在总体生活

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的情况乐观向上，体验到较低的

消极情感。
（三）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

系

以宗教信仰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和民族为协变

量，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为因变量作协方差分

析，如表４所示。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

学生心理健康大部分因子均分无显著差异，但在躯

体化、抑郁和焦虑因子上均分有显著差异。并且，结
合上文分析得知，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躯

体化、焦虑因子有显著影响，而在抑郁因子上，少数

民族大学生得分与大学生常模均分无显著差异。通

过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得知（ＬＳＤ）：在 躯 体 化 因

子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大

于信仰佛教的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均 分（ＭＤ＝０．２０，ｐ
＜０．０５）；在焦虑因子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均分显著大于无宗教信仰少数民族大学生均

分（ＭＤ＝０．２０，ｐ＜０．０５）；在抑郁因子上，信仰伊斯

兰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大于无宗教信仰的

少数民 族 大 学 生 均 分（ＭＤ＝０．０２，ｐ＜０．０５），信 仰

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大于信仰佛教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ＭＤ＝０．１９，ｐ＜０．０５）。
表４　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比较

（Ｎ＝４４７，Ｘ±ＳＤ）

无宗教信仰 信仰佛教 信仰伊斯兰教 Ｆ值
躯体化 １．５６±０．５８　１．５０±０．６０　１．６９±０．７１　 ３．２６＊

强迫 ２．０７±０．６４　２．０６±０．６４　２．２２±０．７６　 ２．３４
人际关系 １．７７±０．５８　１．８７±０．７１　１．９５±０．７０　 ２．７５
抑郁 １．７５±０．６１　１．７４±０．６５　１．９２±０．７０　 ３．７０＊

焦虑 １．６５±０．５６　１．６３±０．６６　１．８５±０．７３　５．３０＊＊

敌对 １．７２±０．６５　１．６７±０．６６　１．７８±０．７１　 ０．８７
恐惧 １．５６±０．５９　１．５８±０．６５　１．７１±０．６７　 ２．５６
偏执 １．７４±０．６０　１．５９±０．５４　１．７２±０．６４　 １．４２

精神病性 １．５８±０．５２　１．５７±０．５７　１．７２±０．６６　 ３．０１

（四）宗教信仰与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主 观 幸 福 感

的关系

以宗教信仰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和民族为协

变量，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作协方

差分析，如表５所示。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生活满意度维度和

消极情感维度有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的多重比较

得知 （ＬＳＤ）：在总体 生 活 满 意 维 度 上，无 宗 教 信

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高于信仰伊斯兰教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 （ＭＤ＝０．３５，ｐ＜０．０１）；在

消极情感维度上，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

显著大于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 （ＭＤ
＝０．４３，ｐ＜０．０１）。结合上文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情

况得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总体生活满意度上均分

与量表均分接近，消极情感明显低于量表均分。
表５　宗教信仰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Ｎ＝４４７，Ｘ±ＳＤ）

无宗教信仰 信仰佛教 信仰伊斯兰教 Ｆ值
总体生活
满意度 ３．８５±１．０８　３．６５±１．０５　３．５０±１．１３　 ４．１７＊

积极情感 ４．３３±１．０９　４．０５±０．９４　４．２６±１．０３　 １．７０
消极情感 ２．７８±０．８７　３．２１±０．８０　３．０３±０．９１　 ５．７４＊

四、分析和讨论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调查基本情况分析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过程也是与

汉族群体接触增多的过程，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促进

了他们与汉族等群体的接触，这可以认为是他们汉

７５



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普遍认为，周围其他

少数民族的学生明显高于高中以下的阶段，这也说

明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接触的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生

机会增大，这为他们学习其他地区或民族的优秀品

质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二）少数民族大学 生 主 观 幸 福 感 和 心 理 健 康

水平分析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

体良好，这与冉苒等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１５］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逐渐进入主流的汉文化圈，他

们得到了更好的学习和发展机会，这可能会提高他

们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而且，他们在学习和融合文

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与同学交流合作，得到父母

和老师的支持，这不仅为他们积极情感的建立创设

了窗口，也为他们消极情感的排解提供了条件和帮

助。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是

多因素综 合 的 结 果。Ｄｏｎｅｌｓｏｎ认 为，幸 福 感 也 是

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１６］主观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一

个重要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

高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而

且，从ＳＣＬ－９０的测查得知，他们在人际关系、偏

执因子、抑郁、敌对和精神病性这几个因子上表现

了良好的健康水平。但是，他们在躯体 化、强 迫、
焦虑、恐惧因子上表现出健康水平不高，这说明他

们可能有 身 心 上 不 适 的 情 况 出 现，在 进 入 大 学 以

后，他们可能面临了诸多的不适应，这不仅表现在

自然环境的变化，也表现在心理环境的变化。［１７］

（三）宗教信仰对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和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表明，宗教信仰总体上对少数民族大学

生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作用，这与有的

研究结果一致。［１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信仰伊斯兰

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躯体化、焦虑以及抑郁因子

上得分都较高于信仰佛教或无宗教信仰的民族生，
这说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生在这几方面的心理健

康水平较低。这可能与他们共同的宗教情感归属和

穆斯林的伦理规范及秩序原则有关系，他们只是在

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下形成了共同的归属感和心理

素质，［１９］进入高校后需要渡过一个心理适应期。因

此，这提示高校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的各种变

化，更加积极的引导和帮助他们适应文化，提高他

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

体水平较高。进一步的分析得知：在总体生活满意

维度上，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高

于信仰伊 斯 兰 教 的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均 分 （ＭＤ＝
０．３５，ｐ＜０．０１）；在消极情感维度上，信仰佛教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均分显著大于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均分 （ＭＤ＝０．４３，ｐ＜０．０１）。少数民族

大学生在总体生活满意度上均分与量表均分接近，
消极情感明显低于量表均分。因此，无宗教信仰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和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总体

生活满意度更高，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和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体验更少的消极情

感，说明了宗教信仰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调节作

用。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可能

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认知方式和认知风格有一定的

关系。［２０］

由以上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宗教信仰对少

数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积极调节

作用，但三者交互影响，关系复杂，［１８］了解其宗教

信仰对他们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需要进一

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五、结论

本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少数民

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的结

论是：（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情

况良好，但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惧因子上健

康水平较低；（２）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总体

水平较高，他们在总体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水平

较高、消极情感较低；（３）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大

学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起积极的调节作用，它们

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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