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0 年 9 月第 2卷第 9期

文章引用：徐杰，余璇．品格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以乐观为中介变量［J］．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0，2（9）：876-895．

https://doi.org/10.35534/pc.0209062

The Impact of Character Strengths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Taking Optimism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Xu Jie1 Yu Xuan2,3*

1.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3.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haracter strengths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ptimism. 

Methods: 302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Life Orientation Test and the Adapted version of Academic Engagement Inventory, 

and SPSS19.0 software was used to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valid data. Results: (1) 

Character strength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of which conscientiousness advantage is the most obvious, relationship 

advantage is the second, vitality advantage is relatively low. (2) Character strength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optimism, among which vitality 

advantage ha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relationship advantage comes second, and 

conscientiousness advantage has relatively low effect. (3) Optimism plays a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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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advantage, vitality advantage, 

conscientiousness advantage and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Conclusion: 

Character strength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optimism, and optimis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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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品格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并检验乐观在其中起

到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文长处问卷、生活定向测验量表和学习投入量表

的改编版对 302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19.0 软件处理和分析有效数

据。结果：（1）品格优势三大类长处都对大学生学业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意志力优势作用最明显、亲和力优势次之、生命力优势的作用相对较低；

（2）品格优势三大类长处都对大学生乐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生命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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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最明显、亲和力优势次之、意志力优势的作用相对较低；（3）乐观分别在

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和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关系之间都能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品格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和乐观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乐观在品格优势和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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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项针对大学生逃课问题的调查显示 758 名大学生中 514 人都有逃课经历，

即逃课率高达 67.81%［1］；文继群等在研究中发现从不逃课的学生比例仅占

14.07%［2］。同时，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挂科率竟也高于 50%［3］。可见，

我国大学生逃课、挂科等现象已非常严重，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学业投入亟待

提升，且有研究直接指出当代大学生的学业投入水平总体上中等偏下［4］［5］。

学业投入不仅是学生兴趣、学业成就的强有力预测指标［6］，还是衡量学校学

习氛围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7］［8］，因此，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投入

水平值得深入探讨。

学业投入是指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以积极心理为驱动力，对学习充满热情并

主动沉浸其中的一种情感认知状态，可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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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构成成分来看学业投入则包括为行为、情绪和认知三个维度［10］。

Fredricks 等研究指出学业投入受到个体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个体特征

变量）和环境因素（包括学校和家庭等变量）的影响［10］。其中，人格特质

是个体特征变量中影响学业投入的关键性因素［11］，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

积极人格特质受到广泛关注，品格优势作为一组极具代表性的积极人格特质

［12］，众多学者都对其展开了研究。然而，现有文献中关于人格特质影响学

业投入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大五人格或某一特定人格（如坚毅人格等）与学业投

入的关系［13］［14］［15］［16］，缺乏探究品格优势对学业投入的影响及

其内在作用机制。

同时，根据 Fredrickson 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体验能拓展个

体的注意、认知和行为，建设个体的身体、智力、人际和心理资源［17］。情

绪先于心理活动发生，所以情绪可以决定个体的意愿与行为、在学习方面成为

直接影响因素，且有研究表明乐观、自信等积极情绪与学习投入相关性显著［18］。

基于此，本文将立足段文杰等基于中国背景提出的品格优势，研究亲和力、

生命力和意志力这三大类品格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差异及乐观的中介

作用，以期为改善大学生学业投入现状提供一些心理学依据和建议。

2  研究假设

2.1  品格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品格优势是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一组积极特质［19］，

依据段文杰等人的分类，24 种品格优势分为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三大类长

处［20］。学业投入表现为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心理体验，而人格特质是

影响个体学习心理体验的重要影响因素［21］。同时，李敏等研究表明护理大

专生的品格优势对其学习投入具有正向影响［22］。由此，本文推测作为积极

人格特质的品格优势会对大学生学业投入产生正向影响，以下将从亲和力、生

命力、意志力三大优势进行分别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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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亲和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亲和力优势是指个体能够在人际关系中灵活、适当地管理自我以及感知他

人的情感和动机，给交往双方带来积极体验的优势［23］。亲和力优势强的个

体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他人和集体融洽相处，因此更倾向于在人际

交往中展现出善良、合作、感恩等积极特质，有助于个体妥善处理好与他人的

人际关系［24］。而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学业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25］

［26］。此外，亲和力优势包括善良、正直、感恩、宽恕、领导力、团队精神、

公平正义、爱与被爱等品格优势［20］。以“感恩、正直、领导力”为例，已

有研究证实“感恩”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学习投入水平［27］；“正直”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认知投入、行为投入，“领导力”对学业投入中的情感投入具有正

向影响［2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亲和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2.1.2  生命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生命力优势指个体对事物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对生活满怀希望和信念，能

够有意识地欣赏美，保持一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发展状态；生命力优势强

的个体表现出思维活跃、精神状态饱满、热情等特点［23］。研究表明这种积

极向上的状态能使个体表现出更多活力［29］，而学生在学习中的活力有助于

产生更多学习投入［30］。同时，邢乃愈等研究结果显示生命力是活力维度、

奉献维度和学习投入总分的有效预测变量［5］。此外，生命力优势包括幽默、

好奇、热情、希望、勇敢、信仰、洞察力、创造力、欣赏美与卓越、社交智力

等品格优势［20］。以“好奇、热情、希望”为例，已有研究证实“好奇”对

学业投入中认知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8］，“热情”可以正向预测学

生的学习行为进而提升个体学习投入［31］，“希望”与学业投入的各维度均

有显著的正相关［3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b：生命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

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1.3  意志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意志力优势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自觉抵制外界不良因素、坚定自己的

理想目标，表现出一种约束本能和欲望的自制力［23］。具有意志力优势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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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更容易表现出较强的自控力，促使学生调节自身行为、将注意力投入到学习

活动中［33］。同时，意志力优势强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心［34］，而

责任心与学习投入正相关［13］［35］。邢乃愈等研究结果更是直接表明意志

力是学习投入及其维度的有效预测变量［5］。此外，意志力优势包括批判性思维、

自我调节、谨慎、毅力、好学、谦虚等品格优势［20］。以“自我调节、毅力、

好学”为例，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调节”对学业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6］；

“毅力”可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具有“毅力”优势的大学生学业投入程度更高［37］

［38］；“好学”对大学生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及积极情感体验都

有显著预测力［2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c：意志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品格优势对大学生乐观的影响

乐观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对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方面的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和价值的主观评定［39］。研究者指出乐观包括特质性乐观和状态性乐观，

不同之处在于特质性乐观是长期、稳定、总体水平上的乐观，而状态性乐观时

间范围较短、会因为情境发生变化［40］。结合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本文

中的乐观指状态性乐观，作为一种积极情绪状态，乐观可帮助人们提升自我、

获得愉悦感受。同时，研究表明以大五人格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人格特质与个体

乐观存在显著相关［41］；同时，高品格优势个体能够激发自身的应激适应能

力以及自我保护机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保持乐观［42］。因此，本文

推测品格优势对大学生乐观具有正向影响，以下将从亲和力、生命力、意志力

三大类优势进行分别论述。

2.2.1  亲和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的影响

从亲和力优势的内涵来看，亲和力优势强的个体能够准确感知他人的情感、

需要等心理活动，善于灵活应对社会交往情境从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24］，

同时，这种良性社交往往是积极情绪的重要来源，且李婷婷研究发现亲和力优

势与积极情绪呈现显著正相关［23］。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从自身行为和外

在环境中感受到更多正面信息，评定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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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观水平也较高。另外，以亲和力的下属品格优势“感恩”为例，任哲等研

究表明感恩对乐观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43］，感恩倾向较高的个体看待事物、

经历和人际关系等会更加积极［44］。可见，具有感恩这一品格优势的个体更

关注事物好的一面、对未来的积极期望更高，从而表现出乐观状态。因此本文

提出假设 H2a：亲和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2  生命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的影响

生命力优势不仅是指个体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还是指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和

勇气、满怀希望地看待挫折和困难、保持一种充满精力与活力的积极状态［23］。

从其内涵角度看，生命力优势其实是一种认知和情感优势，这种积极的认知和

情绪有助于拓展思维、使个体自我感觉良好、充满激情［45］，在遇到挫折时

评定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因而生命力优势高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

乐观。另外，以生命力的下属品格优势“幽默”为例，Crawford 和 Caltabiano 的

研究表明幽默与乐观密切相关，其中自强型幽默与乐观呈显著正相关［46］。

幽默与积极情绪关系密切，有助于大学生个体在面对困难时及时调整角度去缓

解心理压力、排遣消极情绪，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自身行为和外界事物［47］。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b：生命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3  意志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的影响

意志力优势的意义在于个体能够约束本能和欲望、坚定目标［23］，体

现的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从其内涵角度看，具有意志力优势

的个体对消极情感更敏感，但能够预测到自制力带来的长远的积极结果，因

此个体可以通过及时抑制或转化消极信息和情感来产生更加积极的反作用力

［23］，同时，高意志力优势的个体能够减缓自身对压力的感知程度［34］，

会更积极、充满希望地看待未来，从而保持乐观。另外，以意志力的下属品

格优势“自我调节”为例，Piko 等人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调节趋向越高，越

容易出现高水平的乐观主义［48］。具有自我调节优势的个体遇到不可控的

挫折时更容易及时进行心理调适、坦然接受，面对可控的压力性事件时更倾

向于冷静客观地分析利弊、关注事件背后的有利面，相信未来会出现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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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积极乐观的状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c：意志力优势对大学生乐观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乐观的中介作用分析

具有乐观倾向的个体能够产生更高的积极预期，接受学习任务的可能性更

大，进而通过任务参与产生较高的投入度。已有研究表明乐观对学业投入具有

正向作用。例如，Wagner 和 Ruch 研究认为乐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投入，

尤其是在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方面，乐观者更关注事物的积极面、更加自信，

有助于大学生有效地应对学业困难、排解情绪困扰等，从而以积极向上的心理

状态投入学业活动［31］。刘在花研究发现中学生的乐观与学业投入程度也存

在显著正相关［50］。乐观的学生更容易专注到学习过程中，以高效率完成任

务并获得愉悦、满足等积极体验，进而学业投入程度进一步提高，乐观与学业

投入二者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49］。

因此，本文推测乐观水平越高的个体学业投入程度也越高，结合 H1 和

H2，品格优势很可能是通过乐观影响学业投入，因此提出假设：

H3a：乐观中介亲和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H3b：乐观中介生命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H3c：乐观中介意志力优势对大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的理论和逻辑分析，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品格优势

亲和力优势

生命力优势

意志力优势

乐观

H1

H2 H3 学业投入

图 1  本文的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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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被试与施测程序

本研究主要借鉴了西方的成熟量表，但为了确保量表在中国研究情境中

的一致性和适用性，我们进行了回译处理［51］。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我

们对 10 名大学生进行了初步测试，他们的数据并不包含在本研究的有效数据

之内，根据他们的填答反馈，我们对变量条目的设计和措辞进行了调整。确

定正式问卷后，从重庆一高校某学院中选择被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大

二大三两个年级分发问卷。数据收集过程分三周进行，依次测量大学生的个

性倾向（品格优势）、学业表现（学业投入）和个体状态（乐观）。共计回

收 31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02 份，有效回收率 97.4%。研究对象的基本

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信息表（n=302）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sheet

个体特征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5 21.5
女 237 78.5

年龄
18 岁及以下 2 0.7
19 至 21 岁 270 89.4
22 至 24 岁 30 9.9

由表可知，在调查样本中，性别方面，男生占 21.5%，女生占 78.5%；年龄方面，

18 周岁及以下的占 0.7%，19 到 21 周岁的占 89.4%，22 到 24 周岁的占 9.9%。

3.2  测量工具

3.2.1  品格优势

本文采用段文杰等开发的中文长处问卷（CVQ-96）［20］，该量表共 96

个题项，其中，典型题项如“我从不让沮丧的境遇带走我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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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乐观

本文采用 Carr 开发的生活定向测验量表（LOT）［52］，该量表共 6 个题项，

其中，典型题项如“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常常期望最好的结果”。

3.2.3  学业投入

本文所用量表是杜瑶论文中教师维度的学习投入量表的改编版［53］，该

量表共 4 个题项，其中，典型题项如“在课上，我做的比老师要求的更多更好”。

4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亲和力优势、生命

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乐观、学业投入测量量表在本文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分别为 0.881、0.876、0.749、0760、0.865，均大于 0.700，具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借助 SPSS19.0 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 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

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65.380%，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7.687%，低于 50% 的判

断标准，可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亲和力优势、

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均分别与乐观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222、

0.129、0.167，且 p<0.05）；乐观与学业投入显著正相关（r=0.193，p<0.01）。

上述结果对假设 1 和假设 2 进行了初步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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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2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1．性别 1.791 0.423
2．年龄 2.093 0.313   0.097
3．生命力优势 4.007 0.488 -0.028   0.072
4．亲和力优势 3.336 0.523      0.192**   0.082 0.574**

5．意志力优势 3.259 0.554 -0.078   0.046 0.576** 0.467**

6．乐观 3.289 0.446 -0.108   0.097 0.222** 0.129* 0.167**

7．学业投入 3.129 0.703 -0.001 -0.058 0.266** 0.290** 0.373** 0.193**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5、0.01 水平上（双尾）显著。

4.4  回归分析

4.4.1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生命

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引入以学业投入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

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分别对学

业投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6：β =0.306，p<0.001；M7：β =0.273，p<0.001；

M8：β =0.380，p<0.001），假设 1a、假设 1b 和假设 1c 得到验证。这说明亲和

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地促进其学业投入。

4.4.2  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

志力优势引入以乐观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 3 所示，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分别对乐观有显著的正

向 作 用（M2：β =0.150，p<0.001；M3：β =0.212，p<0.001；M4：β =0.154，

p<0.01），假设 2a、假设 2b 和假设 2c 得到验证，这说明学生的亲和力优势、

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能够显著地提升其乐观。然后，分别作亲和力优势、

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与乐观同时对因变量学业投入的回归分析。层次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如 M9 所 示， 乐 观 对 学 业 投 入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M9：β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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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同时，亲和力优势对学业投入仍然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预测作

用 明 显 降 低，（M9：β =0.282，p<0.001，0.282<0.306）， 因 此， 乐 观 在 亲

和力优势和学业投入的关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a 得到验证。如

M10 所示，乐观对学业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10：β =0.152，p<0.001），

同时，生命力优势对学业投入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其预测作用明显降低（M9：

β =0.240，p<0.001，0.240<0.273），因此，乐观在生命力优势和学业投入的

关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b 得到验证。如 M11 所示，乐观对学业

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11：β =0.148，p<0.001），同时，意志力优势对学

业投入的影响仍然显著，但其预测作用明显降低（M11：β =0.357，p<0.001，

0.357<0.380），因此，乐观在意志力优势和学业投入的关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

介作用，假设 3c 得到验证。

表 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乐观 学业投入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性别 -0.119 -0.147 -0.111 -0.106   0.004 -0.053  0.014   0.036 -0.029   0.031   0.052

年龄   0.109   0.099   0.093  0.100 -0.059 -0.078 -0.079 -0.079 -0.095 -0.093 -0.094

亲和力优势 —      0.150*** — — —      0.306*** — —      0.282*** — —

生命力优势 — —      0.212*** — — —      0.273*** — —      0.240*** —

意志力优势        — —                      —           0.154** — — —      0.380*** — —      0.357***

乐观 — — — — — — — —      0.162***      0.152***      0.148***

F 3.585      4.665***      7.248***      4.893*** 0.516    10.238***      8.314***    17.032***      9.993***      8.137***    14.911***

R2 0.023  0.045  0.068 0.047 0.003  0.093  0.077  0.146  0.119  0.099  0.167

△ R2 —      0.021***     0.045***    0.024*** —   0.09***     0.074***      0.143***      0.025***      0.022***      0.021***

注：“***”“**”“*”分别表示在 0.001、0.01 和 0.05 的水平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通过验证，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品格优势三大类长处都对大学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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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意志力优势作用最明显，亲和力优势次之，生命

力优势的作用相对较低。（2）品格优势三大类长处都对大学生乐观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其中生命力优势作用最明显，亲和力优势次之，意志力优势的作用相

对较低。（3）乐观分别在亲和力优势、生命力优势、意志力优势和大学生学业

投入的关系之间都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5.2.1  注重大学生品格优势的测评和培养

品格优势不仅对大学生学业投入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还会影响个体的乐观

水平。不同优势的大学生个体对学业的投入程度也不同，因此在教育过程中要

注意品格优势的精准测评，例如通过 VIA-IS 和 CVQ-96 等测量工具帮助学生识

别自身优势，并即时反馈测评结果。而在品格优势的分类管理和培养上，一方

面是根据测评结果寻找标志性优势，为不同优势的学生提供差异化服务。例如，

根据品格优势中生命力、亲和力和意志力三大类长处不同，在结合专业特色的

基础上分别成立兴趣小组、开展竞赛活动等，引导大学生积极运用自身优势，

以强化其优势、充分发挥品格优势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强化缺乏的品格优势，

尤其是意志力优势。许多品格优势的干预研究都表明可以通过指导、培训、教

育等方式来挖掘和培养品格优势，比如课程干预（适当提高学业任务的难度等）、

针对性培训（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训练等）。

作为品格优势运用和学习的主体，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一是利用测评量

表主动了解自身的品格优势进行自我定位，并通过人际交往等方式主动了解和

学习他人的优秀特质。二是有意识地将品格优势运用到日常学习活动和生活中，

可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强化优势使用，充分发挥优势对乐观和学业投入的正向促

进作用。三是主动采取措施培养缺乏的优势弥补短板，例如给自我设置长远的

学习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积极参与校内外实践和长跑等体育运动培养毅力优

势、制订读书计划并认真执行培养好学优势、通过自我暗示等控制情绪自觉抵

制诱惑培养自我调节和谨慎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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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乐观心态

乐观对心理健康、学业投入等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乐观又有赖于个体

品格优势的发展程度。因此帮助大学生增强乐观水平、建立积极信念可从培养

品格优势（尤其是生命力优势）的角度入手，本文将从学校、家庭和大学生自

身三类主体出发分别论述。

学校层面：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学习和生活场所，高校的环境、氛围等

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高校要注意提升环境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积

极的校园氛围。培养生命力优势有助于大学生乐观和健全人格发展，例如通

过增强课程趣味性提高学生热情、鼓励学生质疑和思维辩理培养创造力优势

等。此外，高校可以举办有意义的文体活动，开展多种学习形式，将品格优

势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方式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塑

造乐观心态，榜样行为分析、团体心理辅导、心里沙盘、专题归因方式训练

等都是有效的培养方法。

家庭层面：个体人格的健全、情绪的健康离不开父母教育和家庭支持，家

庭方面一是尽可能营造温馨和睦的氛围，提供能触及大学生内心的情感理解、

精神支持和思想指导；部分父母应转变“智力至上”的教育观念，高度重视孩

子在人格特质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另外，大学生群体由于心理发展尚未完全

成熟，缺少人生阅历和经验，需要父母以身作则客观看待生活事件、多关注正

向信息，积极勇敢地应对各种压力和问题。

学生个体层面：大学生自身一是进行自我训练，养成积极乐观的解释风格

和生活态度。遭遇失败时要自信通过努力仍可以获得成功，对未来保持热情和

希望，乐于观察和尝试新事物、丰富兴趣爱好。同时，要敢于尝试，勇于挑战

的次数越多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成功体验，增强自信和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提升乐

观水平。二是要加强体育锻炼，经常锻炼的学生相对于不喜欢运动的学生而言

身体健康状态更好、更容易养成乐观心态。

5.3  研究展望与不足

5.3.1  研究样本受限

一是样本范围较小。由于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共计 106 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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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份有效样本数量符合了线性回归分析中有效问卷不低于题项数 5 倍的原则

［54］。因此，测量结果可能受到学校氛围及专业影响，从而使样本产生同一性；

二是样本中女性偏多，女性在亲和力优势方面比男性突出，容易造成结果偏差。

未来研究应当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尽可能多地采纳不同地区、学校、专业的学

生数据，以提高样本代表性，同时要均衡样本中的男女比例。

5.3.2  研究局限在个体层面

本文主要探讨大学生个体的品格优势及乐观对其学业投入的影响，未考虑

其他跨层次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宿舍作息规律、班级学习文化、

校园学习氛围及社团活动等团体因素对大学生学业投入产生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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