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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rvey of 66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happiness scale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subscal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linea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sire quality and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grade in the desired qua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ope quality 

and positive emotion,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ope qua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 (3) It is expected that qual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ly predict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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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快乐感量表和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分量表对 666 名中学生进

行调查，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线性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中学生希

望品质与快乐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1）中学生希望品质在性别、年级上

存在显著差异；（2）希望品质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

相关；（3）希望品质能够正向预测正性情绪，负向预测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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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快乐感是个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情绪体验，由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

组成，表示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更多正性情绪，其中正性情绪是指合群、乐观、

自尊和快乐等正向情绪，负性情绪则与之相反［1］。中学生在应对日常事件时，

产生的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将决定其快乐感。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心理健

康专题调查结果中显示，中学生的重度焦虑程度相比于在职青年的比例更高，

学业压力、人际交往等因素是导致中学生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主

要原因。中学生正处于生理与心理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体更加

容易受到自身生理与心理、同辈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学生不仅要应对生

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要去适应各种学习环境，处理与同伴的关系，肩上还有

着繁重的学习任务，这一系列的成长困惑若不能积极应对，无疑会让中学生产

生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导致产生心理问题。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去探究影响中学生快乐感的因素，其中积极心理品质对快乐感的影响是

一大热门研究方向。

合理情绪理论认为，情绪是由我们自身的想法与态度决定，当个体对外界事

件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与想法，则会产生正性情绪，反之，对事件抱有消极态度，

则产生负性情绪，也即是说在客观事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自身的信念是影响快

乐感的主要因素。在一项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希望品质中更能

显著预测高中生的负性情绪，个体的希望水平越低，则容易产生负性情绪［2］。

希望是一种关于未来的类特质思维，它将会影响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身

心适应、主观幸福感、目标达成等［3］。学生对生活抱有希望已被证实与产生

积极效应有关，例如高水平的希望与高水平的自尊、自信和生活满意度有关［4］，

而低水平的希望可能会让个体产生烦躁、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心理［5］。希

望理论认为，在个体在完成设定目标的过程中，头脑会不自觉设计出达到目标

的计划和方法，形成一条路径，当外界因素影响到设定目标时，个体就会在自

己的希望下坚持完成目标。官群和孟万金在 2009 年提出了“积极心理品质”这

一概念［6］，他们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划分出了 17 个积极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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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希望属于个体认知因素，它与个体的价值观有关，是对人生存和生活意义

的看法，属于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更高层次的追求［7］［8］。Snyder 等人（1997）

提出了希望理论，他们认为希望是一种包含动力和路径的朝向目标的思想，在

希望的影响下，个体调整自己的行为，采用一定策略和方法，进而达到目标［9］。

综合以上学生认知相关因素对学生情绪的影响以及查阅以往文献发现，虽

研究积极心理品质的文章较多，但目前此类文章更多的是对积极心理品质的集

合进行探讨，并未将其深入细化到个别的研究。此外，生活满意度、快乐感两

个相互独立的成分［10］，主观幸福感的众多研究者未将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

分与情感成分分开讨论。因此，本文欲探究希望品质与快乐感之间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广州市某区各选取一所高中与初中的高一与

初一学生参与研究。共发出问卷 700 份问卷，在回收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

666 份。其中，初一年级 338 人，高一年级 328 人；男生 366 人，女生 300 人。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由 Diner 在 2000 年编制的《快乐感量表》［11］。该问卷由中

学生进行自我报告，由两个维度组成，包含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一共 14 道题目，

量表采用 7 点计分的方法，从“1”代表“根本没有”，“2”代表“1/6 的时间”，

“3”代表“1/3 的时间”，“4”代表“1/2 的时间”，“5”代表“2/3 的时间”，

“6”代表“5/6 的时间”，“7”代表“所有时间”，中学生需根据评价所述情况

以及自身近一周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进行选择。分数越高，说明正性情感或负性

情感体验越强烈。张兴贵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后发现，该问卷信效度较好。

采用了由官群、孟万金在 2016 年修订的《中国中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

［8］，选取该问卷中的希望品质维度进行分析。该问卷由中学生进行自我报告，

采用 5 点计分的方法，从“1”代表“非常不像我”，“2”代表“比较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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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像我”，“5”代表“非常像我”，中学

生需根据评价所述情况以及自身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进行选择，分数依次记为 5

到 1 分，分数越高，则说明该中学生具备的希望品质水平越高。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学生由学校心理老师带到学校电脑室，在电脑上进行问卷填写，采用统一

的指导语进行施测，要求学生安静填写，告知问卷选择无对错之分，不要讨论

和分享自己的选择。

问卷填写完毕后通过 EXCEL 表导出，再采用软件 SPSS 21.0 对所获数据进

行分析。在 SPSS 中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各个变量的人口学变量进行对比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的方法对信念希望与情绪进行相关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的中学生的希望与快乐感的两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如表 1 所示，中学生仅在希望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快乐感的两个维度上

不存在性别的显著差异。男生的希望水平显著高于女生。

表 1  不同性别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udent’s hope and happiness in different Genders

总体 男（N=366） 女（N=300） T
M±SD

希望 18.47±3.49 3.81±0.82 3.67±0.84 2.097*

正性情绪 23.42±8.11 23.88±8.39 22.85±7.71 0.186
负性情绪 22.27±8.61 22.33±9.48 22.20±7.41 1.623

注：* 代表 p<0.05，** 代表 p<0.01，*** 代表 p<0.001，下同。

3.2  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的比较

对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的两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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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示，不同年级的中学生仅在希望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快乐感的两个维

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学生希望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希望水平。

表 2  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tudent’s hope and happiness in different Grades

初一（N=338） 高一（N=328） t
M±SD

希望 3.83±0.85 3.66±0.80 2.552*

正性情绪 23.83±7.93 22.99±8.27 -1.343
负性情绪 21.83±7.28 22.73±9.78 -1.341

3.3  希望与快乐感的相关分析

将中学生的希望与快乐感的两个维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中学生的希望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而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

当中学生的希望得分越高，其正性情绪得分越高，其负性情绪得分越低。

表 3  希望与快乐感的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hope and happiness

希望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希望 —

正性情绪 0.278*** —
负性情绪 -0.122*** -0.095* —

3.4  中学生希望对快乐感的回归分析

进一步探讨中学生希望与快乐感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中学生快乐感的两个

维度作为因变量，信念希望作为自变量，并将性别与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逐步回归分析，得到 R1=0.426、R1
2=0.178，R2=0.208、R2

2=0.039，结果表明信念

能够显著预测中学生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学生希望对快乐感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of hope and happiness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t
正性情绪 希望 0.282 0.079 0.272 7.242***

负性情绪 希望 0.130 0.017 -0.120 -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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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中学生希望品质现状分析

本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希望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希望品质水

平显著高于女生的希望品质水平，这结果与卫萍的研究结果一致［12］。之所

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男生更多是以其思维解决问题，在面临问

题时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女生更多的是按部就班，

当事件发生变化时，无法及时应对［13］。此外，中学生的希望品质水平在年

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学生的希望品质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的希望品质

水平，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心智逐渐成熟，其希望水平逐渐贴合现实。

除了年龄因素外，导致希望品质水平存在年级差异也可能是初一学生刚从小学

进入到初中，对于一切事物都充满着信心与期望，而高一学生有着更重的学业

压力与升学压力，对未来产生担忧。

4.2  希望与快乐感的关系分析

在希望品质水平与快乐感的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分析中，希望品质

水平能够正向预测正性情绪，而负向预测负性情绪，这与甘秀英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2］。当中学生有着较高水平的希望时，其产生的正性情绪较多，这可

能是因为希望水平高的中学生对自身实现目标的能力有较高的认知以及对未来

有着较明确的规划，当受到外界事件干扰时，能坚持目标，相信自己能够寻找

出别的途径达到目标，能够灵活地处理问题，在达成目标后产生正性情绪。反之，

希望水平较低的中学生在面临诸如学习和人际等挫折时，因无法坚定和明确自

己的目标与能力而深受外界事件干扰，进而导致其产生负性情绪。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中学生希望品质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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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学生希望品质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

第三，希望品质能够正向预测正性情绪，负向预测负性情绪。

5.2  建议

目前国内积极心理品质的相关研究整体呈向上趋势，说明心理教育工作者

逐渐从发现“病态”“问题”的教育模式转化到关注学生积极、闪光的一面，

但大多均停留在积极心理品质与主观幸福感研究报告上，并不在于具体如何培

养学生某项积极心理品质实践策略，学校、班主任、心理健康老师应在培养学

生积极心理品质上开展工作。在本研究中得出了希望品质与快乐感的关系，这

个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趋势一直，为此，本文结合过往研究文献，提出教师培

养学生希望品质建议。

有研究者提出，影响希望水平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体是否具有个体价

值的目标；第二，个体对到达目标的路径的觉知；第三，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具

有的应用策略的能力［14］。以上影响因素结合目标设置理论来看，明确的目

标是具有激励作用的，在合理、清晰的目标下，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明确自

己是否能完成该项任务，并且能够采用一定措施和计划来克服困难，最终达成

目标，达成目标的结果又促使学生提高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其希望感。因此

所以教师首先应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的目标，目标既要有一定难度，也不可难度

过高，同时也要清晰明了；其次，教师应启发学生在解决问题时从多个角度发

出，若学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有多个方法与路径去解决问题，则学生“有希望”

去解决问题。最后，应培养学生意志力，每当学生在坚持达成目标，其自我效

能感就会越强，克服困难的意愿就会提高，对完成目标的希望水平就会有所提

升［15］。

希望品质是积极心理品质的其中一种，品质的培养需要从个体早期进行，

而且这是不仅是学校教师的工作，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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