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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骨干是高校学生中的先进学生和优秀学生代表，具有

一定的先进性，一方面，作为国家建设的后备中坚力量，他们

承担着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使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责

任。另一方面，作为学生群体中的模范团体，在思想、学习、

社会实践等方面都深深影响着周围的师生，这就要求他们要拥有

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引领同学们克服困难，不断进步，

彰显大学生的积极形象。大学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能够在

源头上培养更健康、更积极的学生骨干队伍，引导广大大学生骨

干积极面对现实中的冲击和挑战，认识到自身有待进一步挖掘的

潜能，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更加坚

定共产主义信念，从而促进大学生骨干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因此，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

梳理当代大学生骨干的积极心理品质的现状，分析产生这些现状

的原因。并且结合当前高校学生骨干的培养现状和要求，探究能

够有效提高大学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水平的培育路径。

1　大学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的现状

本研究采用了孟万金、官群编制的《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量表》，该量表共分为6个维度，即认知维度（主要指创造力、

好奇心、热爱学习、思维力和洞察力）、勇气维度（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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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坚持和热情）、情感维度（主要指感受爱、友善和社

交认知）、公正维度（主要指团队精神、正直公平和领导能

力）、节制维度（主要指宽容、谦虚、审慎和自制）以及超

越维度（指感恩、希望、信念和幽默）。

认知维度强调个体具有获取知识的需要，能够在自身好奇心

的驱使下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并且能够将知识经验运用到现

实生活中去，指导实践。其中创造力是个体能够基于自身的知识

经验和实际情况，打破惯性思维，寻求能够高效、简单解决问题

的能力。好奇心能够驱使个体对于新奇事物进行探究和摸索。热

爱学习是个体通过阅读、旅行等主动了解世界的一个手段。思维

力是个体外部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等一些过程一种

能力，也是在学习过程中所用到的核心能力。洞察力则是能够剥

开事物的表面寻求本质的一种能力。

勇气维度强调个体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能够凭借自身的性格

优势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和目标。在面对困难时，具有勇气气质

的个体能够不惧怕逆境的磨砺，敢于向困难发起挑战。能够坚持

的个体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放弃，总能够做到善始善

终，目标一旦定了下来就会为之奋斗。热情是指个体对于生活和

事物充满了兴趣，并且享受整个过程，能够推动个体走向成功。



7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情感维度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品质，能

够维系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其中感受爱是一种能力，可以在相

处过程中对他人给予关心和关爱。友善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更容

易做到善待他人以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交认知这种能力越高

的个体，往往比其他人更善于处理人际冲突，总可以轻松地解

决问题。

公正维度则强调个体在处理集体事件的过程中，能够按照一

定的价值标准做到没有偏私。其中具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有着较

强的集体荣誉感，还能够做到顾全大局，使整个集体中的个体

齐心协力，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使得整个团队具有凝

聚力和战斗力，就要求这个团队有着一个核心人物，他扮演着

“领头羊”的角色，他的领导能力能够让团队成员劲往一处

使，利用团队成员的不同优势使得整个团队健康发展。正直公

平则是在处理团队事务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能够做到在任务

分配上合理，在生活中给予关心。

节制维度则是强调当个体的某种心理或者行为超出一定程度

时，能够进行自我控制与约束。宽容是指当他人做了损害自身

利益的时候，不会与其计较与争论。谦虚的个体往往表现出一

种低调、不张扬的个性态度，尽管很擅长某件事，也不会炫

耀。审慎的个体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进行深思熟虑，考虑到事

情的后果，选择最有利的解决办法。自制则是个体在面对不同

处境和情况下，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调节自己的情绪。

超越维度，懂得感恩的个体在生活中很少抱怨，可以找到

很多值得感激的事情，因此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对生活抱有希

望的个体总会感到乐观，坚信事情总会得到解决并且成功。具

有坚定信念的个体认为人生理想和目标能够塑造自身的行为，让

自己的生活过得更为精彩。幽默的个体善于打破沉默的环境氛

围，使他人摆脱坏心情，带来正能量。 选取了120名大学生骨

干为研究对象，通过SPSS25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处理，大学

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的一般情况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骨干总的积极心理品质整体上处

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六个维度的水平由高到低分别是：认

知维度、情感维度、勇气维度、超越维度、节制维度和公正

维度。这说明大学生骨干在遇到困难时，首先能够利用已有的

知识经验，对于问题保持一种求知的态度，主动打破惯性思

维，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看待问题，从而成功地解决面临的问

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大学生骨干也会考虑到小组成员中

其他人的感受和观点。当小组内部意见出现分歧之后，能够主

动尝试协调处理各个成员之间不同的意见，但可能存在小组某个

成员不能够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会使得整个小组的决

策出现偏见。

因此，大学生骨干在这六种积极心理品质上应当优于普通大

学生。首先，大学生骨干需要每天通过“青年大学习”等平

台及其他书籍学习党团有关的知识理论，并将其转化到日常生活

学习中去，做到知行合一。此外，还需要提高在面对困难时的

勇气，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骨干先行”的行动口号，在克

服困难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初心目标，磨练自己的性格，彰显

大学生骨干的责任担当。在情感维度上，要求大学生骨干在不

同的情景场合下，能够做到理解他人的感受，避免产生人际矛

盾，同时还要主动关心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大学生骨干尽管作为学生干部，但不能脱离群

众。在和普通同学相处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主

动为班级建设做贡献，提高班级同学的凝聚力。大学生骨干要

具有一定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当心中出现有悖骨干行为规范准

则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消除不良想法，自觉地维护大学生

骨干的形象。最后一点，大学生骨干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要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2　当代大学生骨干的积极心理品质现状的产生原因

很多大学生骨干不能够深刻认识到理论武装头脑的紧迫性，

政治理论学习不够重视，导致理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

动性都较低。团支部组织生活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场合，部分

大学生骨干存在“划水”现象，不积极分享学习感悟，不能

够重视团支部活动的重要性，使得活动流于形式，没有起到集

体学习的促进作用。部分大学生骨干由于自我意识发展、性

格、家庭原因，不擅长在集体活动或者课外活动中表现，甚至

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从而团队意识比较淡薄，往往也会导致

在面对困难时出现逃避的现象，没有起到好的榜样示范作用。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认知维度 34 60 48.3816 6.48273

勇气维度 30 50 41.25 4.88023

情感维度 31 55 45.2632 5.76048

公正维度 26 44 36.3421 4.20017

节制维度 24 49 39.4342 5.27468

超越维度 27 50 40.6447 6.07882

总的积极心理
品质

182 307 251.3158 29.04489

表1：大学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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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当今社会网络发达，能够从很多平台获取想要获取的资

料，但大学生甚至一些大学生骨干也很少主动去接触心理健康方

面的知识，没有将心理健康放在重要的位置，更不会在出现心

理困惑和危机的时候寻求帮助，就会导致情绪管理能力没有得到

较好地发展。

3　大学生骨干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

培养大学生骨干的积极心理品质，既是高校对于大学生骨干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提高大学生骨干心理健

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方式，更是创建文明和谐校园与培养创新有担

当人才的关键。

4　深化理论知识学习，提高大学生骨干的自我认知水平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理论是基础，任何时候都

不能忘记学习。大学是整个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能

够不断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前提就是需要

主动汲取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不光是课堂上所习得的学科专

业知识，同时也包括自主学习共青团的相关理论以及心理健康知

识。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以及核心竞争力，

共青团的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能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骨干的政治

素质，把握政治方向，筑牢思想之基。心理学知识的学习能够

帮助自身养成一个理性平和的心态，对自己有一个更加积极、

客观和全面的评价。理论学习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

主阵地作用，同时不断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实现课堂教学与

自主学习有机结合，激发大学生骨干对于理论知识的求知欲望，

促进积极心理品质中认知维度和超越维度的发展。

5　扩展第二课堂活动，提升大学生骨干的团队意识和坚

韧品质

理论学习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运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认识

的根本动力就是实践，实践能够检验认知。实践教育也是大学

生骨干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教育也就是校园的第二课堂活

动。第二课堂活动可以通过素质拓展活动、团体辅导以及志愿

服务活动来达到扩宽教育渠道的目的。素质拓展活动能够有效提

高大学生骨干在真实情境下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也能够有

效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认识到集体对于

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团体辅导也是第二课堂活动的有趣形式之

一。团体辅导是通过一些有预定目的的游戏，引导参与成员有

效沟通、进行积极自我探索，从而进一步加强整个班级凝聚

力。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提高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很好

体现了积极心理学中价值的社会机能。此外，大学生骨干积极

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解决对社会

现象的困惑，认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我们要不断创

新第二课堂活动形式，让大学生骨干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形式多样

且富有教育意义的实践当中去，不断促进积极心理品质中勇气维

度和公正维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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