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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编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量表的信效度良好，电影观看素养是一个

包括观影喜爱度和观影利用度的二维结构，其发展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没有年级差异。电影观看素养与

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重要关联，其中观影利用度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积极心理健康 （生命意义、

学习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观影喜欢度对于缓解抑郁、焦虑等消极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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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忽视文化的重

要性。目前，文化影视化是一种重要现象，大学生

是电影观看的 主 要 群 体。据 中 国 电 影 产 业 研 究 报

告，占人口１７．１％的 “９０后”贡献了４２．１％的票

房。［１］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 力 的 大 众 文

化，具备较强的隐形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的功效，表现出独特的文化传输功能与润物细无声

的渗透作用。［２］基于电影观看 效 应，心 理 治 疗 领 域

发展出了电 影 疗 法 （Ｃｉｎｅｍａｔｈｅｒａｐｙ）这 种 艺 术 治

疗形式，用电影作为隐喻提升来访者洞察力和引导

其积 极 成 长 的 治 疗 过 程。［３］目 前，各 高 校 开 展 的

“５２５心理健 康 文 化 节”系 列 活 动 中 也 常 备 心 理 电

影赏析等项目。同时，观看电影的影视教育也是学

校美育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

成长有重要作用。

素养指学生后天形成的态度与能力。电影观看

素养指大学生后天形成的主动观影的积极态度，并

从观影中获得帮助或问题解决的能力。大学生的电

影观看素养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基本成分：一是是

否喜欢看电影、是否会主动去看电影，即观影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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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二是在观看电影是否会联系自身、能否在观看

电影中获得成长或帮助，即观影利用度。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一方面考察大学生观影的

喜爱度和利用度二维结构是否合理、其发展特点如

何，另一方面，探索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

康之间的关联性，全面考察电影观看素养对其心理

健康素质、心理健康积极指标和消极指标的具体影

响，以期为大学生的影视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等提供实证依据及启发。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研究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施测，在某师范大学

发放７４７份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７０３份，有效

率为９４．１％，其中男生１９９人。

（二）调查工具

一是自编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量表。该量表在

前期访谈的基础上结合电影疗法的相关原理［４］，以

了解当代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为目的编制，共６道

题，其中前５道 题 采 用 从１ “完 全 不 符 合”到５
“完全符合”，进 行５点 计 分；第６题 采 用 频 率 计

分，其中 “１部及以下”计１分， “２－３部”计２
分，“３－４部”计３分，“５－６部”计４分，“６部

以上”计５分。

二是使用王鑫强等人修编的简明大学生心理素

质量表 （健康版）［５］、Ｄｉｅｎｅｒ开发 的 总 体 生 活 满 意

度量表 （ＳＷＬＳ）［６］、王 鑫 强 等 人 修 订 的 生 命 意 义

感量表［７］、方来坛等人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８］、流

调用抑郁自评量表和状态焦虑分问卷［９］、夏朝云等

人编制的的 自 杀 意 念 自 评 量 表 （ＳＩＯＳＳ）［１０］和 连 榕

等人 编 制 的 大 学 生 学 习 倦 怠 调 查 量 表［１１］。采 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的结构与量表 信 效

度分析

１．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男生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量表

题项得分与量表总分之间的题总相关，发现量表各

题项 得 分 与 量 表 总 分 的 相 关 在０．６０４至０．７１２之

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ｐ＜０．００１）。同时，考察量

表题 项 的 ＫＭＯ 取 样 适 切 性 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度 检

验，结果表明ＫＭＯ＝０．７１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

χ２ 值为３６８．５４２，ｄｆ＝１５，ｐ＜０．００１，这些结果表

明量表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运用主成 分 分 析 法，不 限 制 因 子 数，对 量 表

的６个题项进行最大正交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考察量表 的 结 构，结 果 顺 利 提 取 了２个 因 子，共

同解释方 差 变 异 的６７．８３６％。其 中，第 一 个 因 子

包括３道 题，其 特 征 值 和 贡 献 率 分 别 为２．０８５和

３４．７５８％，题项包 括 第４题 “我 会 受 电 影 启 发 来

调整自己的行为或完善自己”、第５题 “看完电影

后对我有 帮 助”和 第３题 “我 观 看 电 影 时 会 与 自

身相联系”，集中反映的是大学生能够利用所观看

电影 发 展 和 提 升 自 身 素 养，命 名 为 “观 影 利 用

度”，这３道 题 在 该 因 子 上 的 负 荷 分 别 为０．８８６、

０．８１２和０．７４５。第二个因子也包括３道 题，其 特

征值和贡 献 率 分 别 为１．９８５和３３．０７８％，题 项 包

括第１题 “我会主动观看 电 影”、第２题 “我 喜 欢

观看电影”和 第６题 “我 每 月 观 看 电 影 的 频 次 大

概是多少”，集中反映的是大学生能够主动观看电

影与喜爱电影的素养，命名为 “观影喜爱度”，这

３道题在该 因 子 上 的 负 荷 分 别 为０．８３５、０．８２０和

０．７３６。电影观看素养总分与观影喜爱度、观 影 利

用度的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８５６、０．８２０，观 影 喜 爱

度与观影利用度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０６，相关系数的

显著性都小于０．００１。这些结果说明，大学生电影

观看素养是 一 个 包 括 观 影 利 用 度 和 观 影 喜 爱 度 的

二维结构。

２．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女生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大学

生电 影 观 看 素 养 二 维 结 构 的 有 效 性，结 果 发 现：

ＣＭＩＮ／ＤＦ为３．７２，小 于５；ＴＬＩ、ＣＦＩ的 系 数 分

别为０．９６５、０．９８１，都大 于０．８；ＲＭＳＥＡ指 标 的

系数为０．０７３，小 于０．０８，ＳＲＭＲ＝０．０２９，模 型

得到了较好的拟合。这说明在男生群体中所获得的

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二维结构在女生群体中一样有

效，也说明所编制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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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信度分析

采用全体样本进行信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全

量表 及 观 影 利 用 度、观 影 喜 爱 度 两 个 分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 数 分 别 为 ０．７８３，０．８１５ 和

０．７３１，表明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量表 及 其 分 量 表

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二）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的性别和年级 特 点

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男大学生不论是在观影素质总分 （男

生得 分２３．４７±３．７２，女 生 得 分２２．４２±４．０２，ｔ＝

３．１８２，ｐ＜０．０１），还 是 在 观 影 喜 爱 度 （男 生 得 分

１１．６７±２．４０，女生得分１１．００±２．４８，ｔ＝３．２３３，ｐ

＜０．０１）和观影利用度 （男生得分１１．８０±２．１０，女

生得分１１．４２±２．２９，ｔ＝２．０３８，ｐ＜０．０５）上 均 显

著高于女大学生。不过，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总分

及其两个维度都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多重

比较也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年级差异 （ｐ＞０．０５）。

（三）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素 质 的

关系分析

根据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理论，心理

健康素质作为个体的心理体质 （“本”），制约着个

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标”），心理健康素质的形成

受到文化的影响。［１２］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电影观

看素养总分及其观影喜爱度与观影利用度两个因子

分都与心理健康素质总分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相

关系 数 分 别 为０．２４４ （ｐ＜０．００１）、０．１３０ （ｐ＜
０．０１）和０．２８７ （ｐ＜０．００１）。在 控 制 了 性 别 和 年

级的基础上，考察观看素养两因子及其交互项对心

理健康素质的预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影

利用度 能 够 显 著 预 测 大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素 质 （β＝

０．２８２，ｔ＝７．１３６，ｐ＜０．００１），但观影喜爱度、观

影利用度与观影喜爱度的交互项都不能显著体现大

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ｐ＞０．０５）。

相关分析 结 果 显 示，除 社 会 适 应 性 和 情 绪 适

应性两个因 子，大 学 生 电 影 观 看 素 养 总 分 与 心 理

健康素 质 的 其 他 所 有 因 子 都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ｐ＜
０．０５），其中观影素养总分和职业适应性的关系最

为密切，ｒ＝０．２３３。从 观 影 素 养 的 具 体 因 子 看，

观影喜爱度与心理健康素质中的开放性、目的性、

自信性、乐 观 性、职 业 适 应 性、人 际 适 应 性 都 呈

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５），其 中 观 影 喜 爱 度 和 人 际

适应性的 关 系 最 为 密 切，ｒ＝０．１５７。观 影 利 用 度

与心 理 健 康 素 质 中 的 元 认 知、开 放 性、目 的 性、

自信性、乐观 性、自 律 性、人 际 适 应 性、生 理 适

应性、职业 适 应 性、学 习 适 应 性 都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ｐ＜０．０１），其中观影利用度和职业适应性的关系

最为密切，ｒ＝０．３０６。

表１　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素质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认知品质诸因子 个性品质诸因子

元认知 开放性 目的性 自信性 乐观性 自律性

观影素养总分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４＊＊

观影喜爱度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３

观影利用度 ０．２６０＊＊＊ ０．２０６＊＊＊ ０．２２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６＊ ０．２１６＊＊＊

变量
适应性诸因子

社会适应性 人际适应性 生理适应性 职业适应性 学习适应性 情绪适应性

观影素养总分 ０．０４３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６＊＊＊ ０．２３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４

观影喜爱度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７

观影利用度 ０．０１８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７＊＊＊ ０．３０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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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基础上，考察观看素养

两因子及其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素质诸因子的预测作

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影喜爱 度 对 乐 观 性 （β
＝０．１１３，ｔ＝２．７２１，ｐ＜０．０１）、人际适应性 （β＝

０．０９６，ｔ＝２．３５５，ｐ＜０．０５）具有显著的 正 向 预

测作 用。不 过，观 影 喜 爱 度 对 元 认 知 （β＝ －

０．１００，ｔ＝－２．４９０，ｐ＜０．０５）、自 律 性 （β＝－

０．０９１，ｔ＝－２．２５７，ｐ＜０．０５）具有显著的负向预

测 作 用。观 影 利 用 度 对 元 认 知 （β＝０．３０１，ｔ＝

７．５６４，ｐ＜０．００１）、开 放 性 （β＝０．２００ ，ｔ＝

４．９４７，ｐ＜０．００１）、目的性 （β＝０．２２５，ｔ＝５．５６２
，ｐ＜０．００１）、自律性 （β＝０．２５８，ｔ＝６．４６３，ｐ＜
０．００１）、人际适应性 （β＝０．１３７，ｔ＝３．３８８，ｐ＜
０．０１）、生理适 应 性 （β＝０．１６９，ｔ＝４．１５８，ｐ＜
０．００１）、职业适应性 （β＝０．３２１，ｔ＝８．１３２，ｐ＜
０．００１）、学习适应性 （β＝０．１８６，ｔ＝４．５８３，ｐ＜
０．００１）等８个因子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些结果说明，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

康素质存在重要关联，具体表现为大学生观影利用

度越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总分及其元认知等８
个心理健康素质因子发展越好，提升观影利用度有

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因子的形成。不过，观影

喜爱度的作用则比较复杂，对乐观性和人际适应性

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元认知、自律性具有负向的弱

化作用。

（四）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的 关 系

分析

根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心理健康包括积极

心理健康状态和消极心理健康状态这两个方面。［１３］

因此，我们分别从积极指标 （包括生活满意度、拥

有意义、寻求意义、学习投入等）和消极指标 （包

括抑郁、状态焦虑、自杀意念、学习倦怠）两个方

面考察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总分

与心 理 健 康 的 积 极 指 标 都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ｐ＜
０．０５），与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都呈显著负相关 （ｐ

＜０．０５）。从观影素养的具体因子看，观 影 喜 爱 度

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寻求意义呈显著正相关 （ｐ

＜０．００１），与心 理 健 康 消 极 指 标 的 抑 郁、状 态 焦

虑、自杀意念都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１）。观影利

用度与心理 健 康 的 四 个 积 极 指 标 都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ｐ＜０．０５），与心理健 康 消 极 指 标 的 自 杀 意 念、学

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５）。

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基础上，考察电影观看

素养两因子及其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预测

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影喜爱度对心理健康

积极指标的 拥 有 意 义 （β＝－０．０９６，ｔ＝－２．４３２，

ｐ＜０．０５）、学习 投 入 （β＝－０．１２０，ｔ＝－３．０６６，

ｐ＜０．０１）具有显著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观 影 利 用 度

对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拥有意义 （β＝０．３４２，ｔ＝

８．６９１，ｐ＜０．００１）、寻 求 意 义 （β＝０．２２６ ，ｔ＝

５．６２３，ｐ＜０．００１）、学 习 投 入 （β＝０．３５４，ｔ＝

９．０６２，ｐ＜０．００１）都 具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对心理健 康 积 极 指 标 的 生 活 满 意 度 （β＝０．０７９，ｔ

＝１．９０９，ｐ＝０．０５７）具 有 边 缘 显 著 的 正 向 预 测 作

用，其他预测路径都不显著 （ｐ＞０．０５）。

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的基础上，考察观看素养

两因子及其 交 互 项 对 心 理 健 康 消 极 指 标 的 预 测 作

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影喜爱度对心理健康消

极指标的抑郁 （β＝－０．０９３，ｔ＝－２．２４４，ｐ＜
表２　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 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

生活满意度 拥有意义 寻求意义 学习投入 抑郁 状态焦虑 自杀意念 学习倦怠

观影素养总分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３＊＊＊ ０．２３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０＊＊

观影喜爱度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７

观影利用度 ０．０８９＊ ０．３０５＊＊＊ ０．２４７＊＊＊ ０．３０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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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状态焦虑 （β＝－０．０９８，ｔ＝－２．３６３，ｐ＜
０．０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 自 杀 意 念 （β
＝－０．０７４，ｔ＝－１．７９９，ｐ＝０．０７２）具 有 边 缘 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观影利用度对心理健康消极指

标的学习 倦 怠 （β＝－０．２２６，ｔ＝ －５．５８８，ｐ＜
０．００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其 他 预 测 路 径

都不显著 （ｐ＞０．０５）。

这些结果说明：大学生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

康的各指标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具体表现为大学生

观影利用度越高，心理健康的各项积极指标发展越

好，心理健康消极指标的学习倦怠也越少，提升观

影利用度有利于大学生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获得。

观影喜爱度继续表现出其作用的复杂性，对拥有意

义和学习投入这两个心理健康积极指标具有破坏作

用，但有利于缓解抑郁、状态焦虑、自杀意念等消

极心理健康状态。

三、讨论及启发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积极主动的影视观看更能

促进职业认同和职业效能的形成。［１４］本文的研究结

果表明，大学生的电影观看素养与心理健康素质的

形成、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感、学习投入等积极

心理健康 状 态 的 获 得，以 及 抑 郁、焦 虑、自 杀 意

念、学习倦怠等消极心理健康状态的消除具有重要

关联。其中，观影利用度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素

质、积极心理健康等的形成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观影喜欢 度 对 心 理 健 康 的 作 用 虽 然 比 较 复

杂，但对缓解消极心理健康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显

著作用。这些结果支持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模型和

心理健康的文化模型，值得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

重视。研究表明，影视作品通过对比积极的和消极

的榜样以及发生转变的榜样、显示积极生活方式的

益处和有害生活方式的代价、观看影视结束时提供

的环境支持等原则激发和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

和社会行为。［１５］叙事传输理论认为故事电影通过减

少负面认知反应、喜爱和认同故事角色、产生近乎

真实的临场感以及唤起强烈的情绪反应来改变人们

的心理。［１６］这些原理可能是电影观看素养影响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具体机制，未来可进一步具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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