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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1]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在我国高等教育水平

的不断提高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高职大学生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此外，大学生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也都发生了

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

强调：“要坚持不懈地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

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高校建设成为团结的模

范地”。[3]大学生是社会未来的接班人，其心理健康的培养己经

成为我国党中央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因此，我国高校应当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充分发挥自身

的育人效果，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的成长有效的融合起

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4]而疫情背景下，人群生活方式

改变，焦虑现象普遍存在，当代高职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期向成

年期的转变过程中，如果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很容易导致各类

心理问题。

2000年，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 Seligman) 在《积极心

理学导论》中，首次提出“积极人格特质”( positive person‐

ality trait) 和“积极品格”( Positive Quality) ，随后，他又在

《真实的幸福》中提出了“积极品质”( Positive Character) 。

塞利格曼和皮特森( Peterson) 认为，积极品质是通过个体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而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是个体获得

美德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5]孟万金、官群等国内研究者以

国外彼得森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我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进行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本土化研究，认为积极心理品

质包含六大维度( 智慧和知识、勇气、人道、正义、节制和超

越 ) 20 项积极品质。[6]

积极心理品质注重激发人的潜能，帮助个体自我实现。在

疫情背景下，为探索提高高职大学生积极品质的路径，并实施

干预，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客观依据和指导路径，

现将本次调差分析及干预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目的

根据高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结果，就当代高职大学

生积极心理品质的不足之处，利用干预研究，培养当代高职大

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大学生疫情下生活学习的适应能

力，挖掘大学生潜能，提升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及积极心

理品质。

1.2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确立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三

年普招班19级护理1班、19级护理3班为研究对象。两组学生

学制、性别、年龄及所学课程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其中，以

未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实践训练干预的2019级护理1班作为对照

组，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实践训练干预的19级护理3班学生作为

实验组。两班为同一院校，同一专业，由同一个辅导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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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评估疫情背景下高职大学生的主要积极品质，并实施干预，进一步探究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策略。方法:确立护理系三年普招班19级护理1班、19级护理3班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未进行积极

心理品质实践训练干预的2019级护理1班作为对照组，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实践训练干预的19级护理3班护

生作为实验组，设计制定实验组干预方案，并由教师对实验组进行干预和培养，在干预工作后，仍对实验

组和对照组采用《大学生积极品质自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进行后测，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组间和组

内差异分析。结果:组内差异分析显示19护3 （实验组） 的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

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与后测有显著差异 （p<0.05），19护3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各

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前测；19护1（对照组） 的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前测与后测没有显著差异

（p>0.05）。组间差异分析显示19护1（对照组） 和19护3（实验组） 在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各维度前测中没

有显著差异 （p>0.05）；19护1 （对照组） 和19护3 （实验组） 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

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后测中有显著差异 （p<0.05）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19护3（实

验组） 在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于19护1（对照组）。结论:积极心理品质干预实施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各维度均有显著提升，是提高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可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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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班男女比例基本相同，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实验班和对照班

的同质性。

1.3研究方法

运用《大学生积极品质自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该表为

李自维所编制，对大学生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

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6个维度72项

积极心理品质进行“非常不符合我”、“基本不符合我”、“不确

定”、“基本符合我”、“非常符合我”五级评分。[7]根据此次高

职大学生在前测中不理想的积极心理品质，设计制定教育干预

方案，并由特定教师对实验组进行干预和培养，在干预工作

后，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大学生积极品质自评量表》作

为测量工具进行后测，进行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组间和组内差

异分析。

1.4观察指标

对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2019级护理1班学生（对照组），

及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实践训练干预的19级护理3班学生（实验

组）分别在实施积极心理品质训练或未训练前后进行《大学生

积极品质自评量表》调查结果进行组间和组内差异分析。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

比、率表示，卡方检验比较，计量资料用均数士标准差(X士S)

表示，t检验比较，以P<0.05形式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1.6实验设计

根据前测积极心理品质的结果分析，结合护理专业高职生

假期见习实践这一专业特点，制定实验组干预实验计划，分别

从相关理论讲授，自信心训练、积极人格训练、乐观及心理承

受能力、自我管理等方面对实验组进行辅导和实践，干预结束

1月后再进行后测；对照组前测后不实施任何干预，与实验组

同时进行后测。

表1高职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培养干预实验设计

2.结果

2.1组内差异分析

2.1.1实验组组内差异分析

经配对样本t检验可以看出，19护3（实验组）的正直与

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

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与后测有显著差异（p<0.05），19护3

的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

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前测，详细

见表2数据。

表2 19护3（实验组） 前测和后测的差异分析

2.1.2对照组组内差异分析

经配对样本t检验可以看出，19护1（对照组）的正直与

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

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与后测没有显著差异（p>0.05），详

细见表3数据。

表3 19护1（对照组） 前测和后测的差异分析

2.2组间差异分析

2.2.1对照组和实验组前测组间差异分析

经独立样本 t检验可以看出，19护1（对照组） 和19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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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

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中没有显著差异

（p>0.05），详细见表4数据。

表4 19护1（对照组） 和19护3（实验组） 在维度前测的

差异分析

2.2.2对照组和实验组后测组间差异分析

经独立样本 t检验可以看出，19护1（对照组） 和19护3

（实验组）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

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后测中有显著差异（p<

0.05）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19护 3（实验组） 在正直与勇气、

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

与超越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于19护1（对照组），详细见

表5数据。

表5 19护1 （对照组） 和19护3 （实验组） 在维度后测

的差异分析

3.讨论

本此调查干预结果，组内差异分析显示19护3（实验组）

的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

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与后测有显著差异（p<0.05），

19护3的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

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各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前

测；19护 1 （对照组） 的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

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与后

测没有显著差异 （p>0.05）。组间差异分析显示19护 1（对照

组）和19护3（实验组）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

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前测中没

有显著差异（p>0.05）；19护1（对照组）和19护3（实验组）

在正直与勇气、智能与知识、人性与爱、正义与合作、自我管

理与谦逊、灵性与超越维度后测中有显著差异（p<0.05）从平

均值可以看出，19护3（实验组）在维度后测平均得分显著高

于19护1（对照组）。积极心理品质的变化对心理健康水平具

有显著的影响，积极品质的提高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8]所

以，科学规范的积极心理品质干预实施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各维度均有显著提升，是提高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心理健康

水平的可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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