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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在单亲家庭大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陈秋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单亲家庭的学生，由于受过去成长环境的影响或教育的相对缺失，他们中的部分学生在心理品质和人格发展等方面

受到了一定限制，在单亲家庭学生管理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推广至心灵相对脆弱的单亲家庭

的学生中，可以帮助单亲家庭学生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挖掘个人潜能。通过积极心理学实验和团体辅导发现积极心理学实

践可以提升单亲家庭学生课堂表现及人际关系，同时可以帮助单亲家庭的学生增强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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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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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growth environment or the relative lack of education， some student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are limited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 to exte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students from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ith relatively fragile minds，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better adapt to college life and tap 
their personal potential. Through positive psychology experiments and group counseling， it is found that positive psychology practice 
can improve classroom performanc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student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can help student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to enhance their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single parent family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单亲家庭学生的比例不断攀升。
父母离婚或其中一方因病或意外事故去世是造成单亲家庭比
例增加的主要原因。笔者对我校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
2020 级、2021 级单亲家庭的学生在入校时进行了数据收集及
分析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学生在性格完善、
情感建立、思想成熟、认知情况、心理成熟等方面较正常家
庭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偏差。通过我校近五年的数据对比发现，
虽然单亲家庭学生的比例在同年级总人数中低于 20%，但在
我校每年预约心理咨询的学生人数中，单亲家庭的学生和非
单亲家庭学生的比例基本达到 1.45：1，由此可见，单亲家庭
学生出现心理障碍问题的学生比例明显高于正常家庭的学生
比例。本文通过在单亲家庭学生管理中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
念，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和实践推广至心灵相对脆弱的单亲家
庭的学生中，帮助单亲家庭学生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形成
积极向上，情感独立的个体，挖掘个人潜能，发挥积极心理
品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积极心理学简介
积极心理学正式兴起于二十世纪末，主要倡导人为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 . 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
分支，不同于传统的咨询心理学，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有心理
障碍的人，而积极心理学的服务对象是全体人。积极心理学
研究人性中积极的特质，致力于促进个体自我实现，因此，
积极心理学也被成为研究幸福的学科。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
个主要方向为：一是积极的情绪体验。包含对过去生活的满
足的体验，对现在生活的快乐的体验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的
体验。二是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心理研究人的乐观、仁爱、
宽容、勇气等 24 种美德，倡导发挥个人品格优势及潜力。三
是积极的社会组织机构。积极心理学更加关注群体社会中良

好的组织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发展。
因此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不仅关注预防和解

决心理问题，也关注如何挖掘正常人身上的积极品质和潜能，
完善人格，帮助他们感受幸福和快乐，实现蓬勃向上的人生。

二、单亲家庭大学生存在的问题
积极心理学重视个体身上的积极品质及潜力，可以帮助

个体完善人格，建立自信，增加力量，促使他们对未来充满
希望和憧憬，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人格是一个人重要的特
质，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
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
质。人格完善的人会客观的看待和评价自己及周围的人和物，
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行事不极端、偏激，遇事
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通过调查发现，单亲家庭的
学生，由于过去成长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相对缺失，他们中
的部分学生在心理品质和人格发展等方面受到了一定限制。

（一）单亲家庭易引发消极情绪
在日常学生管理和调研中，我们发现，单亲家庭的学生

无论是在学业上或是在争做学生干部等方面他们的现实表现
和正常家庭的学生相比都不够积极主动。大多数单亲家庭的
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心理伤害，
有来自原生家庭的也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很多单亲家庭的学
生在原生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他们会产生深深的
自卑，认为自己不够好，他们对于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存在偏
差，因此，很多学生会产生忧愁、悲伤、愤怒、紧张、焦虑、
痛苦、恐惧等消极情绪，这些消极的情绪阻碍了他们积极发
展自我，拓展自我的步伐。

（二）易发生情感方面的心理问题
《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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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在单亲家庭中，由于缺少
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如果养育者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关心和
关爱，孩子通常会出现缺爱的情况，缺爱的学生当遇到异性
的关心和关爱时，很容易迅速陷入恋爱。同时，他们从家人
那里又没有学会如何去处理情感中的矛盾和问题，仅把恋爱
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补偿或者一个救命稻草，因此，单亲家庭
中的学生很容易因为情感问题引发心理问题。通过笔者所在
学校近五年单亲家庭学生问题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情感问
题占单亲家庭学生问题的 38.9%。我校 2018 级的一名男生为
例，该生父母一直感情不和，经常吵架打架，直到该生读初
中时父母最终离婚。父母的离婚让青春期的他非常叛逆，也
非常反感自己的父母。进入大学后，他极度渴望摆脱自己的
原生家庭，渴望拥有自己的稳定爱情。大二恋爱后，他很快
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精力都投入到女朋友那里，他对女朋友
极度控制和不信任，他窒息的爱让女孩最终向他提出了分手。
面对女朋友的分手他异常愤怒和茫然无措，选择自残来换取
女朋友的关心和回心转意。该生性格偏执且具有极强的攻击
性，最终只能休学接受心理治疗。

（三）在挫折面前容易放弃
单亲家庭的学生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残酷后，

他们心理会发生变化，会认为这个社会和上天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苦难和不幸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同时，单亲家庭的
学生由于缺少稳固和必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在面对挫折时，
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现的会差一些，更容易自暴自弃，认
为自己不行。因此，很多单亲家庭的学生会出现学业不良或
课堂表现不佳的情况。通过我校近五年的研究数据发现，在
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比例中，单亲家庭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
例平均为 1.5%；在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及“三好学生”荣
誉称号的学生比例中，单亲家庭的学生的比例平均为 1%；在
获得“”四川省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中，近五年我校单亲
家庭学生的比例为 0。

（四）易引发人际关系问题
单亲家庭的学生普遍自尊心较强，敏感、多疑，缺少安全

感，别人的无心举动或者言语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过度解读，
从而对他们造成心理的再次伤害。面对这些情况，有些单亲家
庭的学生会选择更加自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导致性格更加怪
癖；有些会直接用言语攻击周围的人，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激
化矛盾。在笔者所在学校调查统计的近五年单亲家庭学生存在
的主要问题中，人际关系问题占所有问题的 57.1%。

三、积极心理学在单亲家庭学生教育管理中的应用启示
单亲家庭的学生普遍自卑、敏感、多疑，如果仅用传统

心理学的方式去教他们如何缓解心理压力，让他们学习心理
疾病的评判标准和心理疾病的症状等基础心理学知识，一是
会引导他们对号入座，让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心理疾
病。二是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感觉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都在用
有色眼镜看待他们。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是人的品格优势和潜
力，更加关注的是一个人身上及他周围环境中好的方面，倡
导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挫折和困难，要保持包容和乐观的
生活态度，去感知美好，去突破障碍，这些理念和实践对于
单亲家庭学生的教育引导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激发单亲家庭学生的积极情绪
积极的情绪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的三大板块中最为

重要的一块。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杰出研究者芭芭拉·弗
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在她的拓展构建理论中发
现，当人们体验积极情绪时，更容易看到在自己及周围的资
源，更愿意去突破障碍，开发潜能，积极情绪会促进积极品
质的建立。积极的情绪体验能够帮助个体更全面的认识自己，
拓展资源，促进个体全面的发展和提升对个人的认同。

单亲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关注生活中存在的不完美和不
好的事件，引导单亲家庭学生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
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树立自立
自强的信念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信心，通过积极心理学的课
程学习及积极情绪的体验训练（每天三件好事打卡）帮助单
亲家庭的学生去感受和体验积极情绪。在实验中，我们组成
了一个实验组和一个对照组，每个组各有 15 名单亲家庭的学
生组成。实验时间持续为 2 个月，实验组的同学每天进行三
件好事打卡和分享，对照组的学生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通
过 2 个月的实验，我们发现实验组进行每天三件好事打卡和
分享的同学，积极情绪较之前有很大提升，课堂表现更加积
极和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对照组的同学在以上
三个方面的表现和两个月前基本一致。

三件好事的练习可以帮助他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和小
幸运，引导他们把目光放在积极的事件中，增加他们的积极
感受和体验，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在遇到消极事情时能用更全
面，更开放的态度看待问题和困难。

（二）积极品质的挖掘，帮助单亲家庭学生提升自信心
积极心理学关注个体身上的积极品质，通过挖掘个体的

积极品质和潜力，提升个体自信心，激发个体的潜能，促进
个体更全面的发展。在笔者所在的高校，通过前期招募成立
了一个由 20 名单亲家庭学生组成的团体。通过团体辅导帮
助单亲家庭学生找到个人积极品质，给参与辅导的单亲家庭
学生布置作业在两周内的每一天都坚持做一件可以发挥自己
某项积极品质的事情，每四天团队集合一次，每位成员分享
自己在发挥自己某项积极品质时的感受。通过两周的干预，
100% 的学生表示做发挥自己的品格优势的事会让自己变得更
积极，更快乐。团体成员在接下来一个月的课堂表现中变得
更积极主动，更自信，也更愿意和他人交流。

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对待单亲家庭的学生要抱着包容和
理解的态度，用心去接纳，去心去发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
单亲家庭的学生受过去成长环境的限制和教育的缺失，他们
身上隐藏的很多优秀的品质和美好心灵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发
展，通过积极的方式去引导和挖掘出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和潜
能，帮助他们重塑信心，重拾力量。对于单亲家庭孩子的优
点和做的好事要及时表扬，并不断强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
价值感和归属感，从而促使他们对未来美好的生活更有信心。

单亲家庭学生作为高校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心理健
康情况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状况。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我
们在工作中要关心、关爱他们的成长，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
念和实践，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力量为单亲家庭学生的
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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