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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新兴心理学，主张研究心理健

康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是一门促进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发展完

善和自我实现的科学[1-4]。现在高校虽然开展了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建立了学生档案，但教育者自身思想观念还未根本性转变，

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放在少数学生心理问题的咨询和治疗上，

大学生学生的心理发展得不到满足,心理健康水平无法提升[5-6]。

大多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过于消极化，存在问题模式或疾病模式、

医学化倾向、课程化倾向。这就造成心理健康内容贫乏化、教育

途径单向性，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呈现对立性，更可能导致心理资

源枯竭化。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我们更应

该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引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期对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目标整合、内容扩展、教育方式和途径改变、教育关系的改

善融洽，对教育资源进一步挖掘，提高大学生的积极心理素质[7]。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这一视角出发,通过对民族高校大学生

积极心理品质现状的调查分析,更有针对性地对民族高校大学生进

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北方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318

名被试发放问卷,共计收回278份问卷,其中245有份。其中（汉族

73人，少数民族172人；男生78人，女生167人；贫困生63人，

大一98人，大二76人，大三27人，大四44人）。

2.2研究工具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由[8]编制而成，量表由6大分

量表组成，共包括20个积极品质，62题，采用5点计分。量表有

良好的信效度，可用来测量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

状况。

2.3研究过程

采用整体抽样的方式，选取北方民族大学在校大学生为施测

对象，共发量表318份，收回278，回收率为87.4%。其中有效数

据是245份，有效率是88.2%。用WPS进行初步的数据录入和管理，

再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和推断统计。最后总结出民族高

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现状，为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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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现状

《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为五分计分量表，民族高校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描述统计如表3-1所示，整体来讲积极心理

品质向好，且各维度得分高于平均值，6个维度的得分从高到低依

次为超度、节制、公正、情感、人际、认知。就具体品质而言,民

族高校大学生发展最好的前五项依次为真诚、热情、感受爱、领

导能力以及爱与善良,发展最差的五项依次为创造力、热爱学习、

领导能力、自制、团队精神。

3.2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差异

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汉族大学生在认知维度上的得

分更高，少数民族学生在情感维度上得分更高，其他均不显著；

3.3大学生群体内部积极心理品质差异性比较

年级的主效应在六个维度上均显著,经济情况主效应在情感和

认知两个维度上显著，性别的主效应在六个维度上均不显著。

年级与经济情况的交互作用在认知维度上显著,对其进行简单效应

分析表明,在认知维度上,一年级贫困生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

在二年级相反，其他年级结果不显著;二年级学生在认知和情感

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而年级与性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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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三者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年级差异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超越、公正、情感和人际

四个维度上，二年级学生得分均比其余三个年级的学生要低;在

节制维度上,三个低年级两两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四年级的得分

显著高于其余三个年级；在认知维度上得上，低年级（一、

二）得分均显著低于两个高年级，其中四年级学生得分最高。

4　讨论

4.1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分析

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总体向好,积极心理品质在各维

度得分均高于平均值，六大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超越维度,其次

是节制维度,得分最低的是认知维度。

4.2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

虽然民族高校大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不同维度得分情况均较

为乐观，但是在不同的人口学变量中仍出现了差异。具体表现

在汉族大学生在认知维度上的得分更高，少数民族学生在情感维

度上得分更高，其他均不显著。

这和宁夏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北方民族大学更是唯

一建立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高校有关。学校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都来自一些经济欠发达,交通不太便利的地区，当地的教

育经费更是拮据，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对学生创造力和思维力等认

知方面的经济投入较少，学生思维能力以及知识水平等素质相对

较差一些，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认知维度上得分较低。另

一方面与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校后，他们受教

育的心理压力也较大，高考录取分数低，学业起点压力大，很

多少数民族学生在上高中或者大学前没有在汉族学校上学，生活

中接触较多的是本民族语言，他们的汉语知识和计算机能力较

差。而且少数民族大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地区，进入高校后面临

着适应新环境、学习困难及经济落差等多重压力，容易导致较

大的心理压力和学业压力，严重者会因心理压力过大而造成厌

学、自我放弃，这进一步导致其认知发展受限。

情感维度上少数民族大学生得分较高，勤劳勇敢、诚实守

信、热情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上这

种传统美德更为突出[9]。少数民族学生善良朴实、诚恳率真性

格为增进民族团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且他们

在校园文体活动中表现十分活跃，能歌善舞，受到同学们的喜

爱，情感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较好。[10]

4.3大学生群体内部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的差异分析

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内部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状况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年级和经济情况方面,性别差异不显著,这与李自维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11]。年级的主效应在六个维度上均显著,经济情况主

效应在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上显著，性别的主效应在六个维度上

均不显著。年级与经济情况的交互作用在认知维度上显著,对其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认知维度上,一年级贫困生得分显著

低于非贫困生,而在二年级结果相反，这一结果和[7]研究结果一

致。由于我校贫困生大部分来自于边疆山区、牧区、家庭经济状

况比较困难，但现在绝大部分是信息化教学，大一贫困生较少使

用电脑等必备的学习工具，很难及时完成作业，家庭经济困难严

重影响到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由此也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

大二贫困生的认知得分高于非贫困生，这和我校学子求知欲望强

烈、渴望成才、朴实好学有关，大部分贫困生珍惜大学宝贵时光，

争分夺秒的刻苦攻读学业，弥补差距和不足。

对年级差异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超越、公正、情感和人际

四个维度上，二年级学生得分均比其余三个年级的学生要低，

这表明二年级学生这些积极品质没有其余三个年级的学生发展的

好，其中四年级的学生发展的最好。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专业知

识的积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丰富经验使得高年级学生通常比

低年级学生有更强的人际交往和挑战能力，宽容、谦虚和重视

学习是他们区别于低年级学生的特征。大一新生刚进入新的学习

环境，对大学校园充满了憧憬，想要在大学有新的开始，本身

具备真诚、勇敢和正直公平等积极心理品质。但是经过大学一

年的学习生活后，大二学生对大学生活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会出现一些“躺平”、“无所事事”等情况，这也成为了二

年级学生在超越、公正、情感和人际等积极品质以外没有其余

三个年级学生发展好的主要原因[12]。高年级学生随着年龄和阅历

的增长,逐渐形成成熟稳重的性格,思维日趋理性，人际交往的能

力也逐渐提升，自控能力发展的更好[7 ]。

5　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路径

根据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现状及当前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问题，以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为指导[5]，对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进行目标整合、内容扩展、教育方式改变，对教育资源

进一步挖掘，建构各年级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重点内容,

提出民族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路径。

5.1保持和发扬民族高校大学生已有的积极心理品质

本次调查显示，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总体向好，

对于他们已经具有的积极心理品质,充分运用“三全育人”理念

加以保持并发扬。从学校层面来看，鼓励全部老师参与心理教

育这项事业，调动教师队伍参与的积极性，提升教师队伍专业

素养，形成以各级领导为龙头，以专职心理学教师为引领,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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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和辅导员为骨干,以专业课教师为生力军,内外联动，优势互

补，拓宽教育途径,形成正向、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真正打造

全员参与、全方位、全过程、全面渗透的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

立体网络[13-14]。

5.2加强民族高校大学生弱项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民族高校教育工作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时，也要抓住理

想信念铸魂关键环节[15]。从调查结果显示，民族高校大学生在

创新能力、希望信念、感受爱与爱、团队精神、宽容等弱项积极

心理品质还需要加强培养。

加强民族高校大学生“希望信念、感受爱与爱、团队精

神”等弱项积极心理品质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并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先从培养团队精神开始，建

设共同精神家园[1 6 ]。其次，感受爱与被爱、善良、宽容，育

人学会团结群体，正确的心理引导和暗示可以使人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终产生与人共情的能力，形成一个阳光

积极向上的温暖的人格。

在培养团队精神、感受爱与被爱的能力后，最终形成共

情、共育等能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培养必备的群

体心理过程、途径和指标。从群体心理活动过程来看，共同培育

精神家园是在“共情、共育”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同时共育精

神家园的心理过程反过来亦会作用于其他心理过程，向着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来聚拢、聚合[17]。

5.3分层分类塑造民族高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高年级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比低年级发展要好。需要针对

每个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层分类地进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塑造积极

心理品质[7]。对于新生,学校要科学测评,全面了解新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和积极心理发展现状，重点在于解决新生适应困难等问

题, 通过心理健康课程、主题晚班会、社团活动、专题讲座、

宿舍信息员培训、校园宣传等方式用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上。

内容上以成就与幸福感为主，不再是心理卫生和心理问题，形

式上更加注重活动实践和情绪体验，不再以理论习得和认知提高

为主，创新形式鼓励新生保持发展较好的积极心理品质[18]。针

对大二年级学生,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树立“心理育人”的理

念，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行1+1 结对帮扶的朋辈帮

扶，帮助大二的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更好

地成长与前行。针对大三学生,可适时开办师生座谈，提前选定

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学生提供就业和考研指导，帮助学生了

解自身专业的发展动向,制定合理的目标。大四的学生虽积极心

理品质良好，但是他们处于生涯选择期，毕业的恐惧感和焦虑

感会打破学生心理的平衡，是心理危机事件高发期，学校可开

办毕业生素质能力拓展讲座或培训会，增强毕业生的本领与自

信；官方公众号开就业专栏，推送更多更专业的就业信息；针

对不愿意就业的学生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帮助他们端正态度、

走向社会；同时可以邀请优秀校友回校交流，为毕业生提供更

直接的帮助。让学生在应对学业、就业等各种压力中培养和加

强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

总之，针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现状，对其进

行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时不仅应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也要

充分发掘大学生成长过程各个方面中的隐性教育资源。心理健康

工作者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建

设校园文化活动，拓展同学们兴趣爱好，形成健康氛围；结合

民族高校大学生心理品质现状，遵循心理健康教育规律，在

“三全育人”理念下探索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塑造大学生人

格，丰富与创新了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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