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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心理品质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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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

问题多发生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群体，重点关注学生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本

研究根据在校重点关注学生的特点，旨在通过建立积极品质视角下的重点关注学生的筛查机制，帮助大学生

提高适应能力以促进其全方位发展，同时也为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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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1］。现代大学生在享受新中国不断快速发展的所带来新成果的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肩负着振

兴中华，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校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人格发展、心理品质的培养与塑造也是

学校育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伟大中国梦，

人才是关键，心理教育则是立德树人、深化素质教育进程中一项不可或缺的育人支柱。习近平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坚持与时俱进，以“塑造积极心理，奠基幸福人生”为使命，将正心、修身的传统经

典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统一，通过立德树人深化素质教育，形成了固本培元、扶正祛邪、标

本兼治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新体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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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品质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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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并且孟万金和官群指出，我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是由包括认知、人际、情感、公正、节制、超越的

六大维度 20 个分项品质构成。这些心理特质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直接

决定或间接决定个体的思维、动机的积极取向。越来越多的心理研究发现：幸福、发展 、快 乐、满意

是人类成就的主要动机，人类的积极品质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5］。积极的心理品质有助

于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能够促进稳定的情绪，增加幸福的体

验感［6］。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受到多方位的影响和冲击，影响大学生身心发展

的因素日益增多，因此，作为一名学生工作者，我们也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予以学生需要的关注和支持。

重点关注学生指心理问题和意外事件的高发多发因而必须密切关照的在校大学生［7］。近年来，高校自杀、

伤害等安全稳定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也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良的影

响。安全稳定问题多发生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群体，重点关注学生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教育管理

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6.0% ～ 25.4% 的大学生存在轻度焦虑、

紧张等一般心理问题，其中约 2.8% 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疾病，个别程度严重的会引发悲

痛事故发生［8］。对于重点关注学生的分类，学者们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和学生管理经验，将群体分为 4 ～ 13

种不同类型［9-11］，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心理问题型、学业问题型、家庭经济困难型、违规违纪型（行为异

常型）。

本课题以积极心理理论为指导思想，采用孟万金、官群编制的《中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和

SCL-90 问卷，选取广西某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5000 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使用 SPSS 进行数据分析，

探讨心理健康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关系，同时研究重点关注学生的筛查机制帮助大学生提高适应能力以促

进其全方位发展，同时也为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2  调查与分析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现状是指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包括大学生在认知、情感、

人际、公正、节制、超越六大维度上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情况。

2.1  研究 1：探究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状况

2.1.1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选取的心理状况的学生分为两类学生：一类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为不

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在本研究中，使用 SCL-90 问卷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进行问

卷调查。

在本次调查中，共回收有效问卷 4629 份，其中，在 SCL-90 问卷调查中，总分高于 170 分数的人

数有 650 人，因此，在本研究中，心理问题型被试的数量为 650。此外，本研究从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

SCL-90 总分未高于 170 分的被试中同样随机选择 650 名被试作为非心理问题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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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不同心理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表 1  不同心理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n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tes

积极心理品质维度 学生类别 数量 均值 自由度 标准差 F 值 显著性

认知
心理问题型 631 24.28

1256
3.34

62.18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31.82 5.24

情感
心理问题型 631 20.02

1256
2.54

100.56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26.41 4.11

人际
心理问题型 631 13.43

1256
2.64

171.09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25.32 6

公正
心理问题型 631 22.93

1256
4.28

121.33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45.01 7.24

节制
心理问题型 631 12.11

1256
2.65

172.06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23.19 5.48

超越
心理问题型 631 11.78

1256
2.35

185.77 0.00 
非心理问题 631 21.85 5.44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积极品质的 6 个维度上，心理问题型学生和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

均呈显著性差异，且均表现为极显著（p<0.001），即表现为：在认知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

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p<0.001）；在情感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

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p<0.001）；在人际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

生的总得分（p<0.001）；在公正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

（p<0.001）；在节制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p<0.001）；

在超越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p<0.001）。以上结果表明，

在积极品质的认知、情感、人际、公正、节制和超越这 6 个维度上，非心理问题学生均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

2.1.3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表 2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平均总分得分情况 被试数量 标准差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认知维度 28.1 1262 5.79

0.00 -0.56 
SCL-90 149 1262 61.37

情感维度 23.22 1262 4.67
0.00 -0.6

SCL-90 149 1262 61.37
人际维度 19.38 1262 7.53

0.00 -0.69 
SCL-90 149 1262 61.37

公正维度 34 1262 12.53
0.00 -0.76 

SCL-90 149 1262 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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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总分得分情况 被试数量 标准差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节制维度 17.66 1262 7.01

0.00 -0.69 
SCL-90 149 1262 61.37

超越维度 16.82 1262 6.55
0.00 -0.67 

SCL-90 149 1262 61.37

在本研究中，采用 SCL-90 量表作为测量心理健康状况的工具，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认知维度得

分与 SCL-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关性为 0.56，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认知维度得分

就越低；人际维度得分与 SCL-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关性为 0.6，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

那么人际维度得分就越低；情感维度得分与 SCL-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关性为 0.69，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情感维度得分就越低；公正维度得分与 SCL-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

关性为 0.76，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公正维度得分就越低；节制维度得分与 SCL-90 总分呈显著负相

关（p<0.001），相关性为 0.69，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节制维度得分就越低；超越维度得分与 SCL-

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关性为 0.69，表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超越维度得分就越低。

2.2  研究 2：探究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

2.2.1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学生的考试情况的将所选取的学业状况的学生分为两类学生：一类为存在学业

问题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均存在挂科 3 门科目及以上的情况，另一类为不存在学业问题的学生为不存在

挂科情况的学生。在本研究中，分别向 220 名存在学业问题和 220 名不存在学业问题的学生发放《大学

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在本次调查中，共 400 份《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有效。

2.2.2  不同学业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表 3  不同学业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status

积极心理品质维度 学生类别 数量 均值 自由度 标准差 F 值 显著性

认知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4.25

398
3.34

6.9 0.09 
学业问题型 200 22.27 5.24

情感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6.52

398
2.54

12.67 0.00 
学业问题型 200 22.17 4.11

人际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8.23

398
2.64

4.26 0.04 
学业问题型 200 24.05 6

公正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4.87

398
4.28

5.1 0.24 
学业问题型 200 24.18 7.24

节制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7.57

398
2.65

5.74 0.02 
学业问题型 200 23.02 5.48

超越
非学业问题型 200 24.56

398
2.35

9.88 0.17 
学业问题型 200 23.72 5.4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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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情感维度上，非学业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学业问题型学

生的总得分（p<0.001）；在人际维度上非学业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学业问题型学生的

总得分（p<0.05）；在节制维度上，非重点关注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心理问题型学生的总得分

（p<0.05）。以上结果表明，在积极品质的情感、人际和节制这 3 个维度上，非学业问题型学生均

优于学业问题型学生。

2.2.3  大学生心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 150 名存在学业问题学生中，将这 150 存在学业问题的学生按照挂科科目数量划

分学业问题程度，其中挂科 5 ～ 10 个科目为一般学业问题，挂科 10 ～ 15 个科目为较严重学业问题，

挂科 15 个科目以上为严重学业问题。此外，选取非学业问题学生 50 名，共 200 名学生的数据进行积极

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表 4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academic status

被试数量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认知维度 200

0.002 -0.22
学业问题程度 200

情感维度 200
0.21 -0.09

学业问题程度 200
人际维度 200

0.78 -0.02
学业问题程度 200

公正维度 200
0.005 -0.2

学业问题程度 200
节制维度 200

0.78 -0.02
学业问题程度 200

超越维度 200
0.07 -0.13

学业问题程度 20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认知维度得分与学业问题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相关性

为 0.22，表明学业问题程度越严重，那么认知维度得分就越低；公正维度得分与学业问题程度

呈显著负相关（p<0.05），相关性为 0.2，表明学业问题程度总分越严重，那么公正维度得分

就越低。

2.3  研究 3：探究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家庭经济状况

2.3.1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选取的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分为两类学生：一类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另外一类

为家庭经济不困难学生。在本研究中，分别让 22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 220 名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

写《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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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表 5  不同家庭经济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in different family 

economy

积极心理品质维度 学生类别 数量 均值 自由度 标准差 F 值 显著性

认知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29.6

398
4.08

4.93 0.03 
家庭经济困难 200 27.13 5.33

情感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32.39

398
4.7

5.18 0.02 
家庭经济困难 200 26.54 3.85

人际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34.5

398
6.85

2.34 0.13 
家庭经济困难 200 29.4 5.91

公正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35.4

398
6.19

6.05 0.01 
家庭经济困难 200 25.88 5.07

节制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33.53

398
7.04

0.17 0.68 
家庭经济困难 200 30.84 6.6

超越
非家庭经济困难 200 37.3

398
8

8.25 0.004
家庭经济困难 200 32.59 6.4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认知维度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的总得分（p<0.05）；在情感维度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总得分（p<0.05）；在公正维度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

（p<0.05）；在超越维度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总得分（p<0.05）。

以上结果表明，在积极品质的认知、情感、公正和超越这 4 个维度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优于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2.3.3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 150 名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我们通过将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

归类汇总后，将这 150 名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分为比较困难、特别困难和突发事件困难 3 类。此外，

选取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0 名，共 200 名学生的数据进行积极心理品质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表 6  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academic status

被试数量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认知维度 200

0.01 -0.18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情感维度 200
0.04 -0.15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人际维度 200

0.47 -0.05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公正维度 200
0.73 -0.2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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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数量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节制维度 200

0.83 -0.02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超越维度 200
0.77 -0.02 

家庭经济困难程度 20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认知维度得分与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相关性为

0.18，表明家庭经济越困难，那么认知维度得分就越低；情感维度得分与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呈显著负相

关（p<0.05），相关性为 0.15，表明家庭经济越困难，那么情感维度得分就越低。

2.4  研究 4：探究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违纪状况

2.4.1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选取的违纪状况的学生分为两类学生：一类为违纪型学生该类学生受过处分包括记

过或留校察看或警告这三项处分中的一类处分，另外一类为非违纪型学生。在本研究中，分别让 150 名

违纪和 150 名从未违纪学生填写《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在本次调查中，共 150 份《大学生积极

心理品质量表》有效。

2.4.2  不同违纪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表 7  不同违纪状况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状况分析

Table 7  Analysis on the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n different 

violation of discipline

积极心理品质维度 学生类别 数量 均值 自由度 标准差 F 值 显著性

认知
非违纪 150 27.12

148
5.32

4.67 0.03 
违纪 150 25.84 6.67

情感
非违纪 150 27.62

148
6.32

35.31 0.00 
违纪 150 25.77 4.1

人际
非违纪 150 34.53

148
6.86

2.66 0.1
违纪 150 29.6 5.91

公正
非违纪 150 25.73

148
5.82

1.25 0.26 
违纪 150 24.24 5.14

节制
非违纪 150 33.5

148
7.03

0.18 0.67 
违纪 150 30.84 6.6

超越
非违纪 150 37.31

148
8

0.19 0.89 
违纪 150 26.22 7.54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认知维度上，非违纪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违纪学生的总得分

（p<0.05）；在情感维度上，非违纪学生的总得分显著高于违纪学生的总得分（p<0.001）。以上结果表明，

在积极品质的认知、情感这 2 个维度上，非违纪学生均优于违纪学生。

2.4.3  大学生心积极心理品质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 150 名存在违纪情况的学生中，我们通过将学生的处分情况进行归类汇总后，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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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50 名学生依照违纪严重程度分为：警告、记过、留校察看 3 类，每类 50 人，此外，选取非违纪学

生 50 名，共 200 名学生的数据进行心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表 8  大学生心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被试数量 显著性 相关系数
认知维度 200

0.98 0.003
违纪程度 200
情感维度 200

0.002 -0.21
违纪程度 200
人际维度 200

0.47 -0.05
违纪程度 200
公正维度 200

0.09 -0.12
违纪程度 200
节制维度 200

0.001 -0.24
违纪程度 200
超越维度 200

0.28 -0.08
违纪程度 200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情感维度得分与违纪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相关性为 0.21，表明

违纪程度越严重，那么情感维度得分就越低；节制维度得分与违纪程度呈显著负相关（p=0.001），相关

性为 0.24，表明违纪程度越严重，那么节制维度得分就越低。

3  讨论

3.1  重点关注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现状

由于 SCL-90 总分越高，那么学生的心理状况就越不健康，根据上述列表可以看出，心理状况越不

健康的学生，认知维度得分越低，即重点关注的学生与非重点关注的学生进行比较时，重点关注学生的

创造力、求知力、思维与洞察力更弱。同理可得，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相较于非心理问题的学生，在

爱和友善、真诚和执着、合作和领导、宽容和谦虚、信念与希望、幽默风趣等方面的表现更不好。

同时我们还发现，存在学业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和违纪问题的学生，在不同维度的积极心理品质方

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存在学业问题的学生在认知和公正方面的能力比没有学业问题的学生更差；

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认知和情感表达能力上较差；存在违纪问题的学生，他们的情感和节制的

能力较差。

3.2  结合积极心理品质建立重点关注学生筛查机制

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老师，我们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初心，坚守全新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本心，根据

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为此，我们根据本次参与研究的重点关注的学生进行分析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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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后发现，可结合积极心理品质来建立重点关注学生筛查机制。

第一，学业问题。前人研究发现，学业能力强的学生，具有良好的积极心理品质，能妥善地处理与

他人的矛盾冲突，能够广交朋友，从而建立和谐、融洽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更好地融入学习的环境［12］。

在高校大学生中，存在这样一部分学生，由于进入大学后，对所学专业不敢兴趣或是无法适应大学的教

学模亦或是脱离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全勤”指导式的教学，也可能是因为考试多次挂科、重修或补考的

原因，他们出现了频繁逃课、迟到、早退、留级、休学的情况，并渐渐在脱离教学生活的日子里消遣对

未来的迷茫，从而引发心理问题。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学业情绪显著相关，积极心理品质水平较高的

大学生，其学业情绪中的兴趣、希望、愉快、自豪也会相应较高，会更热爱学习，在学习中设定奋斗目标，

并相信自己能完成［13］。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以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情绪和兴趣，

减少学业问题，从而减少因学业问题造成的心理问题。

第二，家庭经济问题。家庭经济无论来源什么类型，行业无高低之分，都需要个体对现代知识、生

产技能有所掌握，需要进取的积极心理品质以推动个体持续性健康的发展［14］。我们发现，在校大学生

的群体中，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来自物质条件优渥的家庭，面对求学所需的生活费和学费，不少学生选择

了助学贷款，并且各大高校内也设立和不少勤工俭学的岗位，尽管如此，依然还是存在一小部分学生，

经济问题依然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负担。近几年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进行各类网络上的贷款在已经在

高校内层出不穷，而这些隐患，也会导致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产生各类心理问题，甚至引发危机事故。

研究指出，部分贫困生存在自卑心理，缺乏自信，性格比较内向、孤僻，存在交际困扰，不善于人际交

往［15］。因此，可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升积极进取的意识的角度出发，引导存在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积极参与课内外活动，帮助学生提高自尊、抗压的心理韧性，进而促进其正向思维和情感。

第三，违纪问题。违纪大学生的人格不够健全和稳定，行为易冲动，攻击性强，不善于控制自己，

缺乏宽容、团队精神、希望与信念等积极心理品质［16］，教师应当根据这类学生的特点，及时发现并关

注这类学生，引导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认识和接纳违纪行为，

第四，心理问题。前人的研究发现，具有积极情感体验的人格特质是外向、乐观、高自尊和内控的，

相反，常感受到消极体验的人则有高神经质倾向［17］。在大学生群体中，人际关系不良、明显情绪问题、

遭遇重大事件：失恋、家人离世等、危害自己或他人生命安全、确诊或曾经确诊为心理或精神疾病，这

些因素都可能成为诱发或加重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素。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某方面的心理品

质不够完善，为其设定切实可行的积极转变计划，然后逐渐改善消极心理品质［18］。

综上所述，可从积极心理品质的视角出发，围绕大学生的学业问题、家庭及经济问题、网络问题以

及心理问题四个维度建立重点关注学生的筛查机制，帮助学生更好适应校园生活，提高学业兴趣，助力

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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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he Screening Mechanism of Students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Liao Shujing Zeng Yuanzhen Li Yu Zhu Shanchi Xie Lulin

Guangxi University Xingji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Liberal Arts, Nanning

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refers to the relatively stab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ate potenti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problems in need of “focus on” student groups, focus on the students gradually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ol focus on students,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quality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student screening mechanism,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but also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Focus on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