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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和总体幸福感的关系,分析家庭关怀度在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

持和总体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方法　２０２２年２－７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浙江省６个城市的３８３名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

象,运用一般人口学问卷、简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构建家庭关怀度在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双向社会支持中的接受社会支持和提供

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５);接受社会支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给予社会

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链式中介对总体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４５．６％和２９．１％.结论　接受社会支

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提示政府和有关部门可构建促进老年人双向社

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措施,以提升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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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Ｇbeingofseniorcitizensincommunity,andtoanalyzethemediatingeffectoffamilycareintwoＧways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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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mediatingeffectofsocialsupportandfamilycaringdegree,accountingfor４５．６％and２９．１％ ofthe
totaleffectsrespectively．Conclusions　 ReceivingsocialsupportcanindirectlyaffecttheoverallwellＧ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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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departmentscanconstructmeasurestopromotethetwoＧwaysocialsupportandfamilycar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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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eniorcitizenincommunity;twoＧwaysocialsupport;generalwellＧbeing;familycare;mediating
effect

[MilNurs,２０２４,４１(０２):５６Ｇ５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Ｇ０５Ｇ１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Ｇ１２Ｇ２８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２０２２１０３４３０
０９);浙 江 省 大 学 生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计 划 暨 新 苗 人 才 计 划
(２０２２R４１３A０１０)
【作者简介】　陈蔚佳,本科在读,电话:０５７７Ｇ８６６９９１３８
【通信作者】　董超群,电话:０５７７Ｇ８６６９９１３８

　　总体幸福感作为衡量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

要指标,已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关键[１].社

会支持是幸福感较为稳定和可靠的预测指标[１].

Thomas[２]从获得者和提供者两个角度提出双向社

会支持的概念,指出只有互惠的支持性网络关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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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地 提 升 老 年 人 幸 福 感 与 获 得 感.既 往 研

究[３Ｇ４]大多关注接受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

响,鲜有学者探索给予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

影响.尽管有研究[５]指出,接受他人帮助的老年人

更倾向于通过反馈对方以提升其价值感,但接受社

会支持是否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社

区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还有待更多实证探索.研

究[６]显示,家庭关怀可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并在

社会参与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鉴于给

予社会支持是社会参与的正性体现,本研究旨在探

讨双向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度对社区老年人总体幸

福感的影响,以期为科学提高社区老年人幸福感水

平提供新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２－７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浙江省６个城市(杭州、温州、绍兴、金华、衢州

和嘉兴)的３８３名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

标准:年龄≥６０岁;社区内居住时间≥１年;认知能

力正常,能自主回答问题;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严
重听力、言语、理解障碍者;严重躯体、功能障碍(如
卧床等)或心理障碍;严重疾病或终末期老人.采用

样本量粗略估计法[７],样本量大约为研究变量的５~
１０倍,本研究共４５个变量,乘以５倍后样本量为

２２５,再考虑到２０％的无效问卷,因此最小样本量为

２７０.结构方程模型的样本量要求为“２００~５００”[８].
最终纳入样本量为３８３例.本研究已通过温州医科

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２０２１Ｇ０２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人口学问卷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
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患慢

性病种类等.

１．２．１．２　简版双向社会支持量表(brief２Ｇwaysocial
supportscale,Brief２ＧWaySSS)　由 Obst等[９]编

制,用于评估被试者的双向社会支持.包括接受社

会支持及给予社会支持２个子量表,其中接受社会

支持包括接受情感支持和接受工具性支持两个维

度,给予社会支持包括给予情感支持和给予工具性

支持２个维度.共１２个条目,采用Likert６级评分

法,０分(完全不符合)~５分(总是符合),总分范围

０~６０分,分数越高提示双向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９７.

１．２．１．３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wellＧbeingschedＧ
ule,GWB)　由段建华[１０]修订,用于评估被试者的幸

福感水平.包含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

和兴趣、抑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

弛与紧张六个维度.共１８个条目,条目１~１４采用

１~５分或１~６分计分法,条目１５~１８采用０~１０
分计分法,其中条目１、３、６~７、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６为

反向计分,按选项得分值累计,总分范围１４~１２０
分,分数越高提示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２７.

１．２．１．４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APGARinＧ
dex,APGAR)　该量表由Smilkstein等[１１]编制,吕
繁等[１２]汉化,用于评估个体对家庭功能的满意度.
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５个

项目,采用 Likert３级评分法,０分(几乎很少)~２
分(经常这样),总分０~１０分.分数越高提示家庭

关怀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α系

数为０．７９５.

１．２．２　调查方法　使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解释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独立完

成问卷.问卷现场发放并当场回收,如有漏填或错

填立即请研究对象补充或更正.问卷完成时间约

２０~３０min.本研究共发放问卷４２０份,回收有效

问卷３８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１．１９％.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EpiData３．１双人录入,采
用SPSS２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使用x±s描述,计数资料使用频数、百
分比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

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采用

AMOS２４．０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偏差矫正

Bootstrap检验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的有效性,重复迭

代５０００次,以９５％为置信区间.以P＜０．０５或P＜
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 GWB得分　本研究共纳

入社区老年人３８３例,平均年龄(７１．４８±６．７７)岁.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

收入和患慢性病种类的社区老年人 GWB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

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得分

(８９．０５±１０．３４)分、家庭关怀度得分(８．７１±１．７０)
分、双向社会支持的得分(４４．２２±７．２６)分.其中,接
受社会支持得分(２３．０５±３．７８)分,给予社会支持得

分(２１．１７±４．１５)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总体

幸福感与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

均呈正相关(r＝０．１９７、０．２７５、０．４２５,均P＜０．０５);
家庭关怀度与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r＝
０２７１、０．３１８,均P＜０．０５)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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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社区老年人一般人口学资料及单因素分析(N＝３８３)

项　　目
例数

[n(％)]
GWB得分

(x±s)
t/F P

性别 １．３００ ０．１９４
　男 １７４(４５．４) ８９．８０±９．８８
　女 ２０９(５４．６) ８８．４３±１０．７０
年龄(岁) ４．６０９ ０．０１１
　６０~７４ ２６４(６８．９) ８９．８６±１０．４６
　７５~８９ １１６(３０．３) ８７．５６±９．６８a

　≥９０ ３(０．８) ７５．６７±１３．５０ab

居住地 １．９６６ ０．０５０
　农村 ２３２(６０．６) ８９．９１±９．８８
　城市 １５１(３９．４) ８７．７４±１０．９２
婚姻状况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５
　已婚 ３２０(８３．６) ８９．５２±１０．１３
　未婚/丧偶/离异 ６３(１６．４) ８６．６７±１１．１３
文化程度 ２．５５９ ０．０５５
　小学及以下 ２６９(７０．２) ８８．８１±１０．０７
　初中 ６５(１７．０) ８８．２５±１１．３４
　高中 ３２(８．４) ９３．７２±７．５１
　专科及以上 １７(４．４) ８７．２４±１３．４７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４．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２０００ １５８(４１．２) ８９．０６±１０．０７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１３２(３４．５) ９０．１８±９．４９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５０(１３．１) ９０．２４±１１．５９
　＞６０００ ４３(１１．２) ８４．１９±１１．２３abc

政治面貌 －０．７７４ ０．４３９
　群众 ３４８(９０．９) ８８．９２±１０．４４
　中共党员 ３５(９．１) ９０．３４±９．３９
是否有宗教信仰 －０．９６６ ０．３３４
　是 １４１(３６．８) ８８．３８±９．６０
　否 ２４２(６３．２) ８９．４４±１０．７６
子女数量(个) １．７１３ ０．１８２
　１ ９４(２４．５) ９０．５４±９．９８
　２ １５０(３９．２) ８９．１０±１０．２４
　≥３ １３９(３６．３) ８７．９９±１０．６５
患慢性病种类(种) １０．０９９ ＜０．００１
　０ １４４(３７．６) ９０．９１±１０．０３
　１~２ １９４(５０．７) ８８．６９±１０．０４a

　≥３ ２０(５．２) ９１．４５±８．０７
　不清楚 ２５(６．５) ７９．２８±１０．７６abc

a:P＜０．０５,与第１层比较;b:P＜０．０５,与第２层比较;c:P＜０．０５,与

第３层比较

２．３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及总体

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控制单因素分析中

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变量,以双向社会支持中的

接受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双向社会支持的给予社会

支持和家庭关怀度作为中介变量,总体幸福感为因

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各指标基本达到拟

合标准,见表２.接受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的直接

效应为０．０１３,直接效应不显著.接受社会支持对总

体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总间接效应为０．１９３,占总效应

的９３．７％.其中,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

中介效应影响总体幸福感,其间接影响路径系数标准

化估值为０．０９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４５．６％;家
庭关怀度在接受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之间的中介

效应值为０．０３９,但９５％CI为－０．００９~００９５,即该中

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

支持和家庭关怀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总体幸福感

之间,其间接影响路径系数标准化估值为０．０６０,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９．１％.见图１、表３.

表２　模型拟合度指标

指标 χ２/df RMSEA IFI TLI CFI
参考标准 ＜３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模型结果 ２．７４６ ０．０６８ ０．９３２ ０．８８４ ０．９３０

χ２/df:卡方自由度比;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IFI:增值适

配度;TLI:非基准化适配度指数;CFI:比较适配度指数

图１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

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３　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模型路径分析

路　　　径 效应值 SE ９５％CI P 相对效应比(％)

总效应 ０．２０６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５~０．３０６ ＜０．００１ －
直接效应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８~０．１５６ ０．８８３ ６．３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１~０．２９３ ＜０．００１ ９３．７
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０．１８５ ０．０４１ ４５．６
接受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０．０９５ ０．１０２ １８．９
接受社会支持→给予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９．１

３　讨论

３．１　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现

状分析　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得分

为(４４．２２±７．２６)分,处于较高水平,这与赵彤等[３]的

研究结果一致;且接受社会支持得分[(２３．０５±３．７８)
分]与给予社会支持得分[(２１．１７±４．１５)分]接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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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在接受他人支持的同时,也在为他人提供

支持与帮助,发挥自我价值[１３],证实了社会支持的互

惠性特征.与张微等[１４]的结果相似,本研究中社区老

年人家庭关怀度得分[(８．７１±１．７０)分]处于较高水

平,说明该群体具有良好的家庭功能,这可能与本组研

究对象大多为已婚、多子女老年人有关.与此同时,社
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常模[１５],其原因可

能是参与本研究的老年人以６０~７４岁的年轻老年人为

主,拥有较好的日常活动能力及广泛的社交网络.

３．２　双向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与总体幸福感的关

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向社会支持中的接受社会

支持、给予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均与总体幸福感

呈显著正相关.双向社会支持的互惠性对于促进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即两种社会支持均能在

不同程度上促进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１３].且家

庭成员对社区老年人的支持与帮助,可促进老年人

自身幸福水平的提升.结构方程模型提示,接受社

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总体幸福感的路径并不成

立,说明在自变量(接受社会支持)与中介变量(家庭

关怀度)之间可能还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但接受

社会支持可通过给予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

总体幸福感,这与Steffens等[１６]的结果一致.其原

因为社区老年人在接受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安全感增

加,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提供支

持与帮助,提升其幸福感[１３].社会互动理论指出,当
个体通过接受社会支持获得社会认同时,更有动力

通过给予他人社会支持从社会互动中获利,这不仅

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更有利于形成一种

良性的双向社会关系[１６].

３．３　给予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度在接受社会支持

和总体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

显示,接受社会支持通过给予社会支持和家庭关怀

度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这可能是

由于老人在接受社会支持过程中会自发形成想要帮

助他人的想法,促进其给予社会支持[１３].本研究中,
给予社会支持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其效

应值并不高,此可能与老年人给予社会支持的力量

比较微弱有关[１７].虽然老年人渴望为他人提供帮

助,但可能对他人的帮助或对事情的结局影响不大,
难以从中得到获得感及幸福感.因此社会应当重视

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适时表达对老年人的肯定.其

次,接受和给予社会支持的互惠过程增加了家庭成

员间的合作互动与情感交流,而家庭关怀度则可通

过促进老年人应对生活事件及疾病的能力以增加其

幸福感.此外,鉴于老年人可因社会支持的接受Ｇ给

予失衡状态导致家庭亲密感和关怀度受损和幸福感

降低,因此有必要提供社区Ｇ家庭联动的服务体系以

加强老年人双向社会支持的互动过程,营造家庭积

极氛围,进而促进其总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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