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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航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 

现状及其与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的关系 
朱琪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四川广汉  618307） 

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探讨了国内某民航院校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现状以及其与社会适应、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1）543名民航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2）该民航院校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及因子在比较中发现显著

的人口统计学差异；（3）民航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会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健康不良症状存在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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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Adap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Zhu Qi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Guanghan 618307，Sichuan） 

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tatus quo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adap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543 civil aviation college students wa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2）Significant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factor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3）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mental ill health symptoms of civil aviatio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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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民航业及从业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民航工作的特

殊性、复杂性及当前不良因素的影响，要求民航从业者不仅要在常

规的飞行活动、管制签派、航空器维护等工作中表现稳定，还能在

特殊情况下冷静高效地处理和解决问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

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民航院校作为培养民航从业者的主渠道，其学生培养质量的高

低直接关系着行业的良性发展。大学时期是个体走向成熟、趋向定

型的关键阶段，也是心理问题的多发期。因此，在保证民航院校大

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良好的身体素质基础上，培养人

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复合型人才成为民航院校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开展好民航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与服务工作，除关注负

性心理外，需重视从正向角度发现与发挥人的优势与美德，更好地

激发民航大学生的积极性、潜在性和对环境的良好适应性。以往早

有学者提出“积极心理学”及“积极心理品质”等概念[1]，并发现积

极心理品质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如个体对待工作的态度

与积极心理品质中的好学、毅力等存在相关[2]；积极心理品质与个体

的成就、生活满意度、健康有关[3]；积极心理品质是压力与工作满意

度之间的调节变量[4]。基于以上，本研究拟先了解民航院校大学生积

极心理品质的现状，并探讨其与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的关系，为后

续提出培养策略提供依据。 

一、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某民航院校大学生，共回收 570 份问卷，保留

有效问卷 543 份，有效率为 95.26%。其中男生 448 人，女生 95 人；

大一 202 人，大二 172 人，大三 134 人，大四 35 人；生源地为农村

141 人，城市 402 人；学生干部 146 人，非学生干部 397 人。 

（二）研究工具 

1.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 

该量表由孟万金等人编制，共 62 道题目，分为认知、情感、人

际、公正、节制、超越 6 个维度，包含 20 项积极心理品质。量表采

用 5 级评分，各维度及因子得分为对应题目选项的平均分，与其积

极心理品质呈正相关[5]。目前该量表是测评我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的重要工具，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97。 

2.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义等人编制，共 60 道题目，分为人际关系适应、

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

度 7 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社会适应现状越好[6]。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95。 

3.症状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德若伽提斯 1975 年编制而成，共 90 道题目，分为躯

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

精神病性以及其他（睡眠及饮食）10 个维度，采取 5 级评分，每一

维度得分反映该方面的症状痛苦程度，该量表是心理健康测评领域

广泛使用的工具。 

（三）施测程序及数据分析 

本研究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问卷的发放及回收，通过 SPSS22.0 完

成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积极心理品质的总体情况 

问卷分析结果显示，该大学生群体积极心理学品质总分均值及

6 大维度得分均值均高于中值 3 分，表明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6 个维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超越、人际、情感、公正、

认知、节制。 

（二）积极心理品质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通过问卷对该群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在不同人口统计学指标上进

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性别来看，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均值上

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0.001）；分量表所有维度得分男生均显

著高于女生。 

从生源地来看，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均值与各维度得分均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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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差异不显著，两组被试的总均分和分量表均分

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担任学生干部的情况来看，学生干部同学在积极心理品质总

分均值上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同学（p＜0.01），且在认知、人际、

公正、超越 4 个维度上学生干部得分均值也都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

尤其是公正维度（p＜0.001）；情感、节制上两组被试差异不显著。 

从年级来看，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该民航院校大一、大二、大

三、大四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均值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

＜0.001），且不仅人际维度各年级显著差异（p＜0.05），认知、情感、

公正、节制、超越维度差异极其显著（p＜0.001）。通过事后检验发

现 ， 积 极 心 理 品 质 总 分 上 ， 大 一 得 分 边 缘 显 著 高 于 大 二 得 分

（p=0.57）；大一、大二得分极其显著高于大三得分（p＜0.001）；大

四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得分（p＜0.05），其他年级间得分的多重比较

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分量表上，大一显著高于大二得分体现在认

知、公正维度边缘显著；大一、大二显著高于大三得分体现在所有

维度；大四显著高于大三得分体现在认知、情感、公正、节制、超

越维度上。 

表 1  该民航院校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在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 

 积极心理品质 认知 情感 人际 公正 节制 超越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男 3.70 0.55 3.60 0.59 3.75 0.59 3.75 0.61 3.69 0.63 3.58 0.61 3.86 0.63

女 3.43 0.39 3.29 0.48 3.42 0.45 3.63 0.47 3.36 0.45 3.30 0.51 3.57 0.53

t 5.72*** 4.82*** 6.14*** 2.09* 6.05*** 4.26*** 4.18*** 

农村 3.68 0.55 3.57 0.59 3.74 0.60 3.76 0.58 3.63 0.62 3.58 0.61 3.82 0.63

城市 3.65 0.54 3.53 0.58 3.68 0.58 3.72 0.59 3.63 0.61 3.52 0.60 3.81 0.62

t 0.72 0.75 1.13 0.61 0.14 1.05 0.17 

大一 3.77 0.57 3.70 0.61 3.82 0.60 3.81 0.62 3.76 0.65 3.65 0.63 3.91 0.63

大二 3.67 0.51 3.53 0.54 3.72 0.55 3.74 0.59 3.64 0.57 3.56 0.55 3.84 0.61

大三 3.45 0.48 3.32 0.56 3.45 0.53 3.60 0.54 3.40 0.51 3.32 0.56 3.61 0.59

大四 3.68 0.52 3.55 0.41 3.73 0.62 3.70 0.57 3.68 0.74 3.54 0.65 3.87 0.61

F（3，539） 10.29*** 11.92*** 11.89*** 3.55* 9.76*** 8.66*** 6.69*** 

学生干部 3.76 0.57 3.66 0.64 3.75 0.62 3.84 0.62 3.78 0.64 3.59 0.63 3.92 0.62

非学生干部 3.62 0.52 3.50 0.55 3.67 0.57 3.69 0.57 3.57 0.59 3.51 0.59 3.77 0.62

t 2.66** 2.86** 1.47 2.59* 3.54*** 1.37 2.55* 

注：*p＜0.05；**p＜ 0.01；***p＜0.001。 

（三）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积极心理品质总体水平与社会适应总体水平存

在显著正相关，且各自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积极心理品质

及 6 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不良症状的 10 个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三、讨论 
本研究中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6 个维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超越、

人际、情感、公正、认知、节制，这与已有研究中人际、情感维度

高；节制、认知维度 低[7]相一致，也较为符合孟万金教授的结果
[8][9]。但本研究中超越维度位居首位，其原因可能在于调查对象均为

民航专业学生，飞行、空管、机务、空乘人数占比大，他们在培养

过程中紧贴行业需求和职业文化，紧抓作风建设和日常管理，加之

学生对职业本身的向往和青睐，表现出较大的希望和信念，能向着

目标积极前进，因此体现在超越维度自评得分 高。 

在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差异中，该民航院校男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部分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7]，其原因可能在

于调查的男生中飞行技术专业人数较多，该专业在招生过程中需通

过心理选拔，因此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水平潜在较高。在不同

年级中，值得关注的是大三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显著低于其他年级，

其原因可能在于大三年级本身处于大学阶段的中后期，随着学业难

度的增加、未来职业发展规划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飞行学生进入

到飞行实践训练阶段困难增多，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积极心理，应考

虑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提升方案。 

民航院校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社会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与

心理健康不良症状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大多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6][10]，后续可继续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同时，在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与服务工作中，可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积极心

理品质着手，分年级突出重点品质进行引导，提高培养效率和效果，

促进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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