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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积极心理学与团体训练活动代表了未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两大趋势$当前

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受到教育工作者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探讨学生积极品质与

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作者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进行了三年的实证研究$分析收获了一

些有意义的数据$较为科学地得出了培养积极品质能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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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基本沿袭了传统的消

极心理学模式!过分关注的是学生的问题和困惑!

然而心理健康的目标不只是消除症状!修补缺陷!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应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积

极品质!帮助学生了解自身优势!更加关注学生积

极向上的自我力量!自身的性格优势" 在临床心

理学领域c(0(S+..6>>6等人发现!积极品质是

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 作者以大学生积极品质为

主题!开展了三年的实证研究!对大学生积极品质

的培养进行了干预实验!通过 ?P??#&*" 进行统

计!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品质现状!探讨了积极

品质的培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一"大学生积极品质评价的差异分析

根据 ?6.42V-)对积极品质的研究以及中国近

现代文化对积极品质的概述!采用语义分析法归

纳了大学生主要的 H" 项积极品质!自编了*当代

大学生主要积极品质评价问卷表+!对问卷进行

了信效度检验!把问卷分为了六个维度)))智能

与知识,正直与勇气,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

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测查了重庆某几个高校

的 %H" 名大学生积极品质现状!对大学生积极品

质评价进行了差异分析"

#一%大学生积极品质评价的性别差异! 不存

在差异

大学男女生在积极品质的总分及 $ 个分维度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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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男同学的分略高于女同学!但都不存在显著差

异%Pq"*"J&!即大学生积极品质不存在性别

差异"

#二%大学生积极品质评价的学科类别差异!

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从得出的数据分析!在积极品质的总分上!文

科和理工科的大学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Pk

"*""! r"*"#&!理工科学生高于文科学生" 其中!

在自我管理与谦逊维度上理工科学生显著高于文

科学生%Pk"*"#H r"*"J&/在正义与合作,灵性

与超越维度上!理工科学生得分高于文科学生

%Pk"*""# r"*"#&!差异极其显著/在智能与知

识维度上!理工科略高于文科!但差异不显著%P

k"*##& q"*"J&/在正直与勇气维度上!文科学生

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Pk"*"!H r"*"J&/在人性

与爱维度上!文科略高于理工科!也不存在显著差

异%Pk"*"%! q"*"J&"

#三%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年级差异! 总分上不

存在年级差异$但在维度上存在年级差异

在智能与知识维度上!一年级的大学生与三

年级有显著差异%_ k"*"#% r"*"J&!二年级与三

年级也有显著差异%Pk"*"L& r"*"J&/在人性与

爱维度上!一年级与二年级有显著差异 %Pk

"*"#& r"*"J&!一年级与三年级有显著差异%Pk

"*"LH r"*"J&/在正直与勇气维度上!一年级与二

年级有显著差异%Pk"*""H r"*"J&/在正义与合

作维度上!一年级与三年级有显著差异 %Pk

"*"L# r"*"J&/在其它维度和总分上!各年级没有

显著差异"

#四%大学生积极品质评价的不同生源地差

异! 没有显著差异

来自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在积

极品质的各维度和总分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二"大学生积极品质培养的干预实验

分析

在积极心理学指导下!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

前后测的等组实验设计!探讨以培养大学生积极

品质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以某

高校 "H 级旅游专业 N班 &% 人为实验组!:班

&K 人为对照组!这两个班由同一个班主任进行

学生管理!课程多数由相同老师任课!二个班男

女同学人数相近!进校时高考分数相近!基本保

证实验组,对照组的相近性" 首先!前测实验组

对照组的积极品质现状和心理健康观/其次!针

对前测中发现大学生积极品质的一些不足!如

自信心,自制力,积极的个人心态,信任,积极的

意志品质,努力,积极人格的培养,环境适应力

等!自编各类专项训练方案/然后!采用以团体

辅导为主兼以个体辅导相结合的训练方法!对

实验组进行横纵网络的长达 #K 个月的教育实验

干预/最后!以大学生积极品质评价问卷和 ?0Y

O%"#症状清单测试$为工具!后测实验组对照

组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变化情况及心理健康的变

化情况"

#一%大学生积极品质重要性评价变化情况

分析

从实验组积极品质重要性评价前后测来看!

大学生对积极品质重要性评价的前测与后测没有

显著差异%Pq"*"J&"

#二%大学生积极品质自评变化情况分析

%#&实验组积极品质自评前后测的差异分析

从实验组积极品质自评前后测来看!大学生

积极品质的六个维度和总分的后测得分与前测相

比!大学生的积极品质总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Pk"*"&& r"*"J&!总分显著高于试验前!总分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正直与勇气维度和人性与爱维

度的变化!其中正直与勇气维度发生了显著提高

%Pk"*"!L r"*"J&!人性与爱维度发生了极其显

著的提高%Pk"*""! r"*"#&"

%!&对照组积极品质后测与实验组积极品质

前测的差异分析

从对照组积极品质后测与实验组积极品质前

测的差异分析来看!对照组积极品质的后测数据

与实验组积极品质的前测数据相比!没有显著

差异"

总之!通过数据分析表明!实验组大学生积极

品质的显著变化与教育干预实验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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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品质的培养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的影响分析

#一%实验组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与全

国常模的比较

通过 ?0YO%"#症状清单测试$!对实验组学

生进行前测!测试结果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实验

组学生在 ?0YO%" 症状自评量表的强迫,人际关

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K 个因

子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这与魏纯镭等%!""J&

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的研究发现!浙江省部分高校

大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

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 个因

子分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意义显著%Pr

"*"#& !同时!也与周科慧%!""J&调查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与全国常模制定于上世纪 K" 年

代!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各方

面的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在校大学生"

#二%实验组学生通过干预实验后心理健康

情况得到显著提升

参加 ?0YO%"#症状清单测试$后测的实验组

学生 &% 人!收回有效问卷 &H 份!从总分上看!心

理正常的学生占 $!*!d!具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学

生占 !%*Hd!具有中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占J*Ld!

具有重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占 !*Hd"

从学生心理问题的类别来看!达到中度以上

的因子主要有'躯体化 # 人!!*Hd/强迫症状

#&*Jd/抑郁 L 人!#"*Kd/敌对 & 人!K*#d!其中

重度以上的 ! 人!J*Ld/人际关系紧张 J 人!

#&*Jd/焦虑 ! 人!J*Ld!其中重度以上的 # 人!

!*Hd/偏执 & 人!K*#d/恐怖 J 人!#&*Jd!其中

重度以上的 ! 人!J*Ld/精神病性 & 人!K*#d!其

中重度以上的 # 人!!*Hd%见表 #&"

表 #C实验组症状清单#?0YO%"%后测数据统计分析

项目
正常

例数 百分比

轻度

例数 百分比

中度

例数 百分比

重度

例数 百分比

极重度

例数 百分比

躯体化 !K HJ*H K !#*$ # !*H " " " "

强迫症状 #K LK*$ #L &H*K J #&*J " " " "

抑郁 #K LK*$ #J L"*J L #"*K " " " "

人际关系 !" JL*# #! &!*L J #&*J " " " "

焦虑 !L $L*% ## !%*H # !*H # !*H " "

敌对 !$ H"*& K !#*$ # !*H ! J*L " "

恐怖 !H H&*" J #&*J & K*# ! J*L " "

偏执 !J $H*$ #" !H*" & K*# " " " "

精神病性 !J $H*$ % !L*& ! J*L # !*H " "

其它 !& $!*! ## !%*H & K*# " " " "

总分 !& $!*! ## !%*H ! J*L # !*H " "

CC将实验组 ?0YO%"#症状清单测试$后测数据

与前测数据进行配对5检验!结果如表所示!正常

组大学生比例极其显著地提高 %Pk"*""" r

"*"#&! 轻度组的大学生比例极其显著地降低

%Pk"*""" r"*"#&!极重度组的大学生比例也是

极其显著降低%Pk"*""% r"*"#&!中度组和重度

组的大学生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

由此可见!实验组学生通过干预实验后心理

健康情况得到显著提升"

四"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变化与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

将实验组大学生积极品质问卷的总分及各因

子的前后测变化与 ?0YO%" 症状问卷各因子进

行相关分析%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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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实验组 ?0YO%" 数据配对5检验结果

P-4,69 Q4//6,6)76;

W6-) ?>9*Q6=4->4+)

?>9*@,,+,

W6-)

%Jd 0+)/496)76a)>6,=-.

+/>16Q4//6,6)76

> ?42*

%!I>-4.69&

Y+Z6, <__6,

P-4,# 正常 LJ*#JJ LJ !!*"%% #% $*$$& #$ &"*&"% "! $"*""# K% $*HHH *"""

P-4,! 轻度 OL!*J"L JJ !&*#&K KL $*%H$ $! OJK*"L% L& O!$*%J% $$ O$*"%! *"""

P-4,& 中度 O&*L&J LJ $*"$# #L #*K!H J" OH*J"H &K *$&$L K O#*KK" *"%"

P-4,L 重度 *K$!H & !*#H$ &K *$J$ !" O*J%% &% !*&!L KL #*&#J *!#K

P-4,J 极重度 O*"J!H & *"JL$ # *"#$L $ O*"K% L# O*"#$" L O&*!"& *""%

表 &C大学生积极品质各因子的变化与 ?0YO%" 症状问卷各因子的相关分析C0+,,6.->4+);

智能与

知识

正直与

勇气
人性与爱

正义与

合作

自我管理

与谦逊

灵性与

超越

总分

P6-,;+) 0+,,6.->4+)

O*!%H%

!!

& O*&%K%

!!

& O*"KL%

!

& O*L&!%

!!

& O*#""%

!!

& O*LJL%

!!

&

?42*%! O>-4.69& *""" *""" *"!& *""" *""H *"""

CC由于 ?0YO%" 问卷都是反应心理健康的负

向题!从数据分析!大学生的智能与知识,正直与

勇气,正义与合作,灵性与超越这四方面的积极品

质变化与 ?0YO%" 的每个因子和总分都是极其

显著负相关!因此这说明大学生的智能与知识,正

直与勇气,正义与合作,灵性与超越这四方面的积

极品质变化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各因子极其

显著正相关/人性与爱只与 ?0YO%" 的人际关系

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极其显著负相关!与偏执因子

和精神病性因子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大学生人性

与爱的品质与他们的心理健康的部分因子比较显

著地呈正相关/大学生自我管理与谦逊品质与强

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精神病性这四个因

子极其显著地相关!与敌对因子,偏执因子显著相

关!这说明自我管理与谦逊的品质与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比较显著地呈正相关"

总体而言!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变化与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积极品质水

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积极品质水平越

低!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

五"以人为本$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应

致力于大学生积极品质的培养

积极心理学产生后! 许多心理学研究领域都

将注意力转向人类积极品质的研究!心理学也从

原来过于关注学生所存在的问题而转向关注学生

的积极体验和积极品质!而这些正是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大学生积极品质内容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人都有积极的心理潜能!

都有自我向上的成长能力!教育者在对学生的评

价上不应以鉴别心理问题和障碍为主!而应着重

于培养积极品质!如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积极的

思维活动,积极的习惯养成,积极人格的培养,积

极的认知方式,积极的意志品质,个人积极的心

态,积极的组织与群体等!具体来说!大学生的积

极品质包括自信心,自制力,心理承受能力,环境

适应能力,情绪控制能力,情绪调节能力,认知自

己,客观地评价自己,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人

际交往能力,人际吸引力,真诚,忠诚,坦诚,诚实,

正直,仗义,率真,信用等积极心理品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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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品质的培养应以积极价值取向

为主

积极心理教育强调!教育不能仅仅把自己的

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各种压力源或潜在的一些消

极结果的分析上!而是要把重点放在各心理阶段

的积极资源上!把立足点放在学生固有的积极能

力和积极潜力上!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在

内容上可以特别注重快乐,尊重,感激,关心,赞

赏,宽容等情感的培养!而对于*问题+和*障碍+!

则让学生自己预防!人自身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

量是预防问题产生的最好工具!使学生在实践中

对这些积极力量进行扩大和培育!比仅仅修复心

理疾病更有价值!充分体现帮助学生实现人生价

值和享受幸福生活!促使学生追求更高的生活

目标"

#三%积极品质的培养需要积极信念

教育者在教育工作中要坚信学生人性中的积

极因素能抵御消极因素的干扰!坚信每个学生都

有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和潜力!教育的目的就是

要激发学生内在的激情!发展并培养他们的积极

品质!使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有更成熟的防御机制

和积极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承担起生活的责

任!成为有能力的公民"

#四%健康向上的氛围有助于积极品质的

培养

教育管理者,辅导员,教师等教育者应在课

堂,班会活动中!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进行积极

向上的性格,气质,兴趣和能力的教育!并在师生

的合作与沟通中!使学生的安全,归属,尊重和需

要获得充分满足!从而给学生以人生的启迪!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多例举正向积极的事例!给学生以

积极的心理暗示!营造健康快乐的学习氛围!以人

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帮助学生优化心理素质"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思想!表达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树立*以

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观!就是要以学生

的全面而充分发展为本!真正提升学生的主体地

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符合学生

的精神需要和成才需要!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就

是要给学生提供最大的选择机会!包括学习时间,

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等/就是要既使学生正确地

继承知识!又使学生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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