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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等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研究
黄智超　马　鑫　罗　程　夏佳颖

（吉利学院 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　要】以四川省某民办高等院校 165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对大学

生的积极心理品质现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民办高等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总体状况良好；家庭经济条件

在总体积极心理品质、认知维度、人际维度、情感维度、公正维度、超越维度上的差异显著，家庭经济条件较

好学生的发展优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学生在人际维度与情感维度的发展优于家庭经济

条件较好学生；学习成绩在认知维度、人际维度上的差异显著，成绩较好的学生发展优于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差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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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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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institute of education,Chengdu, Sichuan,641423)

[Abstract]Taking 165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ale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as used to discuss the status quo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generally good.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veral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cognitive dimension,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emotional dimension, justice dimension and transcendence 
dimensi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th bette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with poo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ith average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with bette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in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The differenc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ognitive dimension and interpersonal dimension is significant. Students with good academic 
performance have better development than those with averag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ose with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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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心理品质(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是个体在先天潜能和环境教育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正向心理特质 [1][2]，具有稳定性、可塑性、

建设性、潜在性等特点 [3]。然而，对于刚步入青年时

期的大学生来说，社会实践经验不足、自我评价高、

自尊心强等因素会促使他们的心理特质处于较不稳定

的状态 [4]。在此状态下，他们极容易受到环境和他人

的影响，导致内心产生矛盾与困惑 [4]，形成自我认知

矛盾与社会认知偏差 [5]，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往往不

能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相关研究表明，积

极心理品质具有疏解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疾病的作用
[6]；积极心理品质可以增加个体的心理资源，促进个

体更好地寻求社会支持，发展更多的健康行为，在面

对压力情景时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 [7][8][9]。所以，

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有助于他们在应对生活

及工作中的难题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实施有效

的行为，从而更好地解决困境，实现良好的社会适应
[10][11][12]。因此，考察当代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现状，

系统地探讨其影响因素对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推进积极心理教育建设进程、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氛

围、培养学生积极心态、维护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学

生社会适应有较强的研究意义与实践价值。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某民办高等院校普本学生为

被试，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收集问卷 170 份，其中有

效问卷 165 份，有效率为 98.13%。其中，男生 93 人

(56.36%)，女生72人(43.64%)；年龄为17岁～23岁(M 

= 19.68, SD = 1.248)；来自农村学生65人(39.39%)，

城镇学生59人 (35.76%)，城市的学生41人 (24.85%)；

家庭经济情况很好 6 人 (3.64%)，家庭经济情况较好

30人 (18.18%)，家庭经济情况一般 108 人 (65.45%)，

家庭经济情况较差 11 人 (12.73%)；学生干部 53 人



14

2022 年 3 月  第 4 卷  第 3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32.12%)，非学生干部 112 人 (67.88%)；学习成绩

很好 8 人 (4.85%)，学习成绩较好 26 人 (15.76%)，

学习成绩一般 120 人 (72.73%)，学习成绩较差 11 人

(6.67%)；爱好体育 60 人（36.36%），对体育态度一

般 93 人（56.36%），不喜欢体育 12 人 (7.27%)。

2.2 研究方法

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采用孟万金、官

群（2009）编制的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共

62 个题项，包含认知、情感、人际、公正、节制和超

越 6 个维度及其对应 20 项品质（见表 1），该量表采

用李克特 5 点评分，从 1“非常不像我”到 5“非常像

我”[13]。在原研究中，该量表的总 Cronbach’s a 系

数为 0.922[13]；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 Cronbach’s 

a 系数为 0.980。

表 1 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维度及结构

维度 品质

认知维度 创造力、好奇心、热爱学习、思维力

人际维度 真诚、勇敢坚持、热情

情感维度 感受爱、爱与友善、社交智慧

公正维度 团队精神、正直公平、领导能力

节制维度 宽容、谦虚、审慎、自制

超越维度 心灵触动、希望与信念、幽默风趣

3 研究结果

3.1 民办高等院校新校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现

状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积极心理品质总量表平均

值为 3.40，标准差为 0.63，总体位于中等偏上水平

(1 ～ 5 计分 )，表明民办高等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

质总体状况良好。从各维度来看，人际维度、情感维

度和超越维度均分较高，而节制维度均分最低。

3.2 民办高等院校新校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

家庭经济条件差异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积极心理品

质、认知维度、人际维度、情感维度、公正维度与超

越维度上，家庭经济条件差异显著。在总体积极心理

品质上，表现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生 (M = 3.46, 

SD = 0.69) 高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学生 (M = 3.45, 

SD = 0.56)，高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学生 (M = 3.02, 

SD = 0.80)，F（2，165）=4.50，p=0.01<0.05，η2 

= 0.05。此外，认知维度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

F（2，165）=3.58，p=0.03<0.05，η2 = 0.04，人际

维度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 F（2，165）=3.23，

p=0.04<0.05，η2 = 0.04，情感维度在学习成绩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F（2，165）=6.68，p=0.002<0.05，

η2 = 0.08，公正维度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 F

（2，165）=3.56，p=0.03<0.05，η2 = 0.04，超越

维度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 F（2，165）=3.93，

p=0.02<0.05，η2 = 0.05。节制维度差异不显著。 

3.3 民办高等院校新校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

学习成绩差异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积极心理品质

上，学习成绩差异不显著 (p > 0.05)。积极心理品

质中的认知维度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F（2，

165）=4.08，p=0.02<0.05，η2 = 0.05。积极心理品

质中的人际维度在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F（2，

165）=4.09，p=0.02<0.05，η2 = 0.05。

3.4 民办高等院校新校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

对体育的态度差异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体积极心理品质

上，对体育持不同态度差异不显著 (p > 0.05)。

4 讨论和启示

4.1 讨论

第一，民办高等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总体状

况良好，其中人际维度、情感维度和超越维度均分较高，

而节制维度均分最低。这说明民办高等院校大学生真

诚、勇敢坚持、热情、感受爱、爱与友善、社交认知、

心灵触动、希望与信念与幽默风趣等品质发展较好，

而宽容、谦虚、审慎与自制等品质有待提高。聚焦于

得分较低的节制维度，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在多元文

化思潮和多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逐渐多元化，其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道德价值的选择性、

道德行为的多变性和差异性都日益增强 [14]。同时，大

学生正处于由未完全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在此

阶段他们的心理特质不稳定 [4]，容易受到各种不良现

象和不健康文化的影响，在面对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时出现矛盾和困惑，从而影响其自我认识、自我评价、

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 [14]。

第二，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大学生在总体积极心理

品质、认知维度、人际维度、情感维度、公正维度与

超越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总体积极心理品质、认知

维度、公正维度与超越维度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

生优于条件一般学生，高于条件较差学生；在人际维

度与情感维度上，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学生优于条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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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生，优于条件较差学生。首先，拥有良好的家庭

经济条件往往意味着拥有较为深厚的家庭文化资本，

在较为深厚的家庭文化资本熏陶下，子女往往能养成

较好的“隐性的”态度及能力 [15]。其次，由于家庭文

化资本的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生在初高中期间

除了学习外，有更多机会学习和掌握一些特长或艺术

技能，这些特长和技能的学习，一方面有助于子女认

知维度，创造力、好奇心、热爱学习、思维力等品质

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在丰富的大学课外活动

中更有优势 [15][16]，促使他们有更大概率在社团、学

生会、团委等团体中活动，甚至是负责一些具有一定

领导性质的工作，这些经历则有助于其公正维度，团

队精神、正直公平、领导能力等品质的发展。与此同

时，在这些团体中的活动经历，为他们创造了较多的

人际交往机会，长期的社交实践经历也促进了他们人

际维度，真诚、勇敢坚持、热情等品质以及情感维度

感受爱、爱与友善、社交智慧等品质的发展。再次，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生经济压力较小，也无需花费大

量时间做兼职来改善他们的经济情况，使得他们有更

多的时间和经历去感受生活、娱乐和审美，他们往往

会对未来有着更加美好的设想并且更关注于精神层面

的追求，而不是局限于生存、改变生活环境和社会地

位，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其超越维度，心灵

触动、希望与信念、幽默风趣等品质的发展。值得注

意的是，在本研究中，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在人

际维度与情感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

学生，这可能与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时间有关。社会学

习理论 (social learning theory) 认为，亲子互动为

子女提供了观察和模仿父母行为和态度的机会 [17]。子

女在亲子互动的过程中，也会习得其父母在人际交往、

情感表达等方面的行为与态度。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

父母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往往会在工作

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就相对

较少了。而这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也因为与

父母的相处时间较少，对人际交往、情感表达等方面

的内容习得的机会也变少了。故而，相较于家庭经济

条件一般的学生，他们在人际维度，真诚、勇敢坚持、

热情等品质和情感维度，感受爱、爱与友善、社交智

慧等品质的发展较弱。

第三，不同学习成绩大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总分

上无显著差异，但在认知维度、人际维度存在显著差

异。在认知维度上，实证研究表明，认知能力直接预

测学业成绩，且两者相关性高达 0.38[18]。信息加工理

论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认为，学生的

整体认知能力越强，越能更加迅速准确地注意到关键

信息，高效地进行记忆编码，输出更多有效信息，获

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反之，整体认知能力较弱或某部

分认知能力缺乏，则会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丢失部分信

息，减少有效信息的输出，进而导致较差的学业成绩
[19]。在人际维度上，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情感能力在

提升学生学业成绩方面具有显著影响 [20]。人际维度，

真诚、勇敢坚持、热情等品质发展较好的学生往往更

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需要与他人的期望，从而主动地制

定自己的学业目标并坚定不移地为其而努力；在学习

时，他们往往也可以更有效管控自身的情绪与行为，

高效的开展学习；当他们学习遇到困难时，他们也能

够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及时寻求支持并获得帮助 [20]。

这些优势往往会促使其具备更高水平的学习动机，执

行高效的学习行为，获得更多的学业帮助，最终取得

更好的学习成绩 [20]。

第四，对体育持不同态度的大学生在积极心理品

质总分、认知维度、人际维度、情感维度、公正维度、

节制维度与超越维度差异均不显著。然而，大量研究

表明，体育锻炼能促进个体多项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
[21]，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与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有关
[21]，长期参与体育运动能发展出更高水平的积极心理

品质，长时运动比短时运动更有利于积极情绪获得，

抗阻训练能疏解个体的消极情绪并使个体获得更多的

积极情绪 [22]。在本研究中未出现差异，这可能与被试

所在学校不定期举办的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组织、每

学期一定指标的校园环跑任务等相关。研究数据也显

示，仅有 7.3% 的学生不喜欢体育，这在一定程度说明

大部分学生对体育活动持积极态度，因此差异不显著。

4.2 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

先，学校应当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一方面，

要注重激发学生内在的积极心理力量，培养他们感知

幸福的能力，帮助其发展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营

造积极的校园氛围，融合第一第二课堂，将积极心理

品质培养覆盖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同时，学校也应当

继续加强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建设，深化其在心理健康

方面为学生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教师、辅导员等

教育工作者应在课堂、班会等活动中营造积极轻松的

社交氛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积极正向的性格、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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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多选择正向积

极的材料，给学生以积极的心理暗示，营造轻松快乐

的学习氛围，实行人性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帮助学生

进一步优化心理素质。最后，学生也要充分发挥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提升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

一方面，要主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面对自己无

法解决的困难时，要学会寻求支持，整合自身资源解

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学会承受压力并正确释放情绪，

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要从容面对并保持平和积极的心

态，选取积极恰当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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