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１卷　第６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Vol．４１　No．６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２０１５

DOI:１０．１３７１８/j．cnki．xdsk．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４

大学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
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

王 鑫 强１,苏 志 强２

(１江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暨江西省心理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２２;

２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以３９９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心理健

康消极指标CHQＧ１２、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表明:(１)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的情绪特征

及其因子情绪调控、意志特征及其因子独立性、自我特征及其因子自我统合和自信心均分别与 CHQＧ１２、生活

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２)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的乐观倾向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３)动

力特征及其因子进取心高中低不同分组水平下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差异显著,呈现倒“U”型曲线趋势;(４)心理

素质之个性品质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 CHQＧ１２的相关系数,心理素质的发展功能相比治疗功

能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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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开启了学生心理素质研究[１].最近,
美国学者主编的国际权威工具书«学校积极心理学手册(第二版)»的“积极心理学在中国学校的运

用”一章对我国心理素质研究做了专门介绍,认为它是中国素质教育背景下具有本土特色的积极心

理学研究[２].心理素质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心理品

质,受教育的影响甚大,它与属于心理状态的心理健康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心理健康的内源性要

素[３].在心理素质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常将个性品质等同于心理素质,后来心理素质的内涵不断丰

富,但个性品质仍是心理素质结构中稳定不变的核心成分,例如当前各种大中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就包含了个性品质分问卷[４Ｇ６].根据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理论[７Ｇ９],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

的高低和心理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
随着积极心理学兴起,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DualＧfactorModelofMentalHealth,DFM)认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Ｇ０７Ｇ１６
作者简介:王鑫强,心理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 目:江 西 省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基 于 积 极 预 防 的 青 少 年 核 心 心 理 健 康 素 质 测 评 及 应 用 研 究”
(２０１５１BAB２１５０３３),项目负责人:王鑫强;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影视作品在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资源中的开发及应用研究”(１４JY１３),项目负责人:王鑫强;江西省博士后研究人员

科研项目择优资助项目“青少年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监测与干预体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２０１４KY５２),

项目负责人:王鑫强.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心理疾病的缺失,也不仅仅是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获得,而应是积极和消极心理

健康双方面的同时存在,主张要从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和积极指标这两个方面来全面考察和理解

个体的心理健康[１０Ｇ１２].其中,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主要是指内化心理问题和外化心理问题等精神

病理学指标.１２项一般健康问卷(１２itemＧGeneralHealthQuestionnaire,GHQＧ１２)是精神疾病流

行病学调查和筛选心理障碍的最常用的心理健康问题测量工具之一[１３Ｇ１４],可作为心理健康消极指

标的典型代表.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包括主观幸福感、生命意义感等积极心理状态,其中主观幸福

感尤其被各研究者所推崇[１０].已有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成分,最能稳定地

反映中国人的幸福感[１５],可作为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典型代表.
目前,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考察了个性因素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关注个性因素

和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的关系,研究结果多表明特定的人格因素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等心理健康的

积极指标有着显著影响[１６];另一方面关注个性因素和心理健康消极指标之间的关系,所得结果也

多表明人格特质和个体的抑郁、焦虑和问题行为等心理健康消极指标有着显著的相关[１７].但现有

研究也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对于个性因素的考察,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多为艾森克人

格问卷或大五人格因素量表,而这些量表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其他文化中的应用取决于该文化

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１８],因而在考察个性因素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时,采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编

制的量表来考察中国人的个性品质,并不能真正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

相对于大五人格等因素具有相对更多的后天习得性,其研究结果对于教育培养工作的价值更大[９];
二是,现有研究大多较为笼统地探讨个性因素和积极或消极心理健康单方面的关系,但心理健康双

因素模型认为对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双方面的同时考察才能全面理解个体的心理健康[１１],而且个

性因素对两者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相同;第三,现有研究对于个性因素与大学生积极和消极心理健

康的考察,多局限于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忽视了某些个性因素与积极或消极心理健康之间可能

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理论认为心理素质是心理健康的内源性

因素,它与心理健康存在品质与状态、标与本的关系[７Ｇ９];中医体质学也认为心理素质作为体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影响“证”的形成,制约“证”的转变和转归,具有后天的可调性[９].那么,不同的心理素

质之个性品质水平的积极或消极心理健康状态应该也存在显著差异,不过目前关于该理论假设的

实证研究甚少.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几个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文件精神,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当前各级

各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落脚点.本研究针对过往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素质教育和心理学

研究本土化为背景,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的视角,应用王滔和张大均所编制的大学生心理素质

量表中的个性品质分量表测量个体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全面考察作为心理健康内源性因素的心

理素质之个性品质对于消极心理健康方面(心理问题症状)和积极心理健康方面(生活满意度)的作

用机制,并揭示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在关系上存在的共性与区别,以期为探索核

心心理素质结构、编制简明大学生核心心理素质量表、构建基于心理素质的心理健康监测体系以及

有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提供实证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随机选取湖北某高校大学生３９９人,其中男生１０２人,女生２９７人;文科生１９６人,理科生２０３
人;大一学生１９９人,大二学生２００人;城镇来源学生１５７人,农村来源学生２４２人.

(二)方法

１ 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个性品质分量表

该量表由王滔和张大均等人编制,采用从１“非常不符合”到５“非常符合”的Likert５点计分方

式,评估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状况,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９].该个性品质分量表由４９个题项组成,共



包含４个特征和１０个因子,分别是动力特征(包括进取心和成就动机两个因子)、情绪特征(包括乐

观倾向和情绪调控两个因子)、意志特征(包括自制、坚韧性和独立性三个因子)、自我特征(包括自

我统合、自信心和责任感三个因子),本次测量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８５１.

２１２项一般健康问卷(CHQＧ１２)
该量表采用张杨等人所报告的中文版本[１３],共１２题.本研究采用 Hagger和 Malmberg所使

用的Likert法四级评分[１４],得分高表示心理问题症状严重.本次测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

０．６９２.

３ 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
该量表由 Huebner编制[１９],共７题,采用六级评分,得分高表示对当前生活状况越满意.本次

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６９２.
(三)统计处理

采用SPSS１３．０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三、结　果

(一)大学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CHQＧ１２、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

从表１可以看出,除乐观倾向因子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外(p＜０．０１),大学生心理素质之

个性品质的情绪特征及情绪调控因子、意志特征及独立性因子、自我特征及自我统合和自信心因子

均与CHQＧ１２显著负相关(p＜０．０１),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p＜０．０１).
表１　大学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CHQＧ１２、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

动力

特征
进取心

成就

动机

情绪

特征

乐观

倾向

情绪

调控

意志

特征
自制 坚韧性 独立性

自我

特征

自我

统合
自信心 责任感

CHQＧ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２１∗∗ －０．０１
生活

满意度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０５

　　注:∗∗p＜０．０１,∗p＜０．０５.

(二)不同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水平下的大学生CHQＧ１２得分的比较

将大学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分量表中四个特征及其十个因子上的得分依次从高到低排列,
上下各取２７％作为高低分组依据,比较每个特征或因子的 CHQＧ１２得分差异.结果表２显示:高
中低不同水平情绪特征及情绪调控因子、意志特征及独立性因子、自我特征及自我统合和自信心两

因子的CHQＧ１２得分呈线性上升趋势,并且差异显著(p＜０．０５).
表２　不同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水平下的大学生CHQＧ１２得分比较

高分组① 中间组② 低分组③ F 多重比较

情绪特征 ２．６８±２．１７ ３．３７±２．４４ ３．６２±２．１３ ５．１３∗∗ ①＜②∗ ;①＜③∗∗

情绪调控 ２．８３±２．１１ ３．０７±２．０７ ３．９５±２．４４ ９．２４∗∗ ①＜③∗∗ ;②＜③∗∗

意志特征 ３．０４±２．０７ ３．０４±２．１７ ３．７４±２．４７ ３．９６∗ ①＜③∗ ;②＜③∗

独立性 ２．６３±１．９５ ３．２１±２．１９ ３．９６±２．４７ １０．７７∗∗ ①＜②∗ ;①＜③∗∗ ;②＜③∗∗

自我特征 ２．７７±１．８０ ３．１１±２．１８ ３．９０±２．５３ ８．６４∗∗ ①＜③∗∗ ;②＜③∗∗

自我统合 ２．７０±１．８６ ３．１８±２．１２ ４．０６±２．５７ １２．２７∗∗ ①＜③∗∗ ;②＜③∗∗

自信心 ２．６７±１．８５ ３．３６±２．２５ ３．８８±２．５５ ８．６６∗∗ ①＜②∗∗ ;①＜③∗∗

　　　注:(１)分组效应不显著的特征或因子未列出;(２)∗∗表示p＜０．０１,∗表示p＜０．０５.

(三)大学生不同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水平下生活满意度得分的比较

同样地比较每个特征或因子的CHQＧ１２得分差异,结果表３显示:除高中低不同水平动力特征

及进取心因子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呈倒“U”型曲线趋势且差异显著外(p＜０．０５),高中低不同水平情

绪特征及乐观倾向和情绪调控因子、意志特征及独立性因子、自我特征及自我统合和自信心因子的

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呈线性下降趋势,并且差异显著(p＜０．０５).



表３　不同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水平下的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得分比较

高分组① 中间组② 低分组③ F 多重比较

动力特征 ２３．３４±５．２５ ２３．８６±４．７５ ２１．８９±４．８１ ５．２２∗∗ ①＞③∗ ;②＞③∗∗

进取心 ２３．３７±５．３９ ２３．６１±５．００ ２２．２８±４．６８ ２．６９∗ ②＞③∗

情绪特征 ２５．５１±４．１０ ２２．９０±４．５２ ２１．０３±５．２１ ２６．９７∗∗ ①＞②∗∗ ;①＞③∗∗ ;②＞③∗∗

乐观倾向 ２４．８８±４．４７ ２２．９５±４．９４ ２１．２０±４．９３ １９．４９∗∗ ①＞②∗∗ ;①＞③∗∗ ;②＞③∗∗

情绪调控 ２４．４３±４．４６ ２３．１８±４．８７ ２１．３８±５．３２ １３．２５∗∗ ①＞②∗ ;①＞③∗∗ ;②＞③∗∗

意志特征 ２４．４６±５．３０ ２２．６２±５．１７ ２２．３３±４．４６ ６．３４∗∗ ①＞②∗∗ ;①＞③∗∗

独立性 ２４．３５±５．２９ ２２．７５±４．７７ ２２．０８±４．８４ ６．７１∗∗ ①＞②∗∗ ;①＞③∗∗

自我特征 ２４．８８±４．９８ ２３．１８±４．７４ ２１．２１±４．７８ １７．５０∗∗ ①＞②∗∗ ;①＞③∗∗ ;②＞③∗∗

自我统合 ２４．７２±５．２３ ２２．７４±４．６６ ２１．３８±４．５８ １４．８９∗∗ ①＞②∗∗ ;①＞③∗∗ ;②＞③∗

自信心 ２４．８１±５．１３ ２２．９４±４．６７ ２１．１０±４．７１ １６．７２∗∗ ①＞②∗∗ ;①＞③∗∗ ;②＞③∗∗

四、讨　论

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认为对心理健康的考察应同时关注心理问题症状和积极心理状态这两个方

面[１０Ｇ１２],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强调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内源性因素会

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是理解心理健康及其问题的关键[７Ｇ９].本研究从心理问

题症状这个消极方面和生活满意度这个积极方面来全面考察作为心理健康内源性因素的心理素质

(个性品质)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不同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水平下的消极或积极心理健康状态均

存在显著的差异,为心理素质是心理健康内源性因素的理论假设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也表明教育部

的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文件要求各高校培养大学生健全心理素质与良好个性品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研究还发现,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CHQＧ１２的关系和与心理健康积极指

标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区别:首先,共性表现为情绪特征及其因子情绪调控、意
志特征及其因子独立性、自我特征及其因子自我统合和自信心与心理健康的消极或积极指标均存

在显著的相关,进一步分析也发现高中低不同的情绪特征及其因子情绪调控、意志特征及其因子独

立性、自我特征及其因子自我统合和自信心的心理健康得分差异均显著,并均呈现随其水平下降

CHQＧ１２得分线性上升而生活满意度得分线性下降的趋势.这些说明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较好

的独立性、较高的自我统合水平和较强的自信心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消极和积极方面均会产生影响,
是大学生心理素质(个性品质)对个体心理健康起作用的关键因子,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

程度的相互呼应[２０Ｇ２３].该结果一方面提示我们对于大学生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的培养,应将重点

放在那些既能缓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又能提升大学生积极心理状态的情绪调控、独立性、自我

统合和自信心等个性品质上,训练其情绪调控的能力和自我独立性,提高其自信心和自我统合的水

平;另一方面提示若要进一步探索大学生核心心理素质结构,或编制简明大学生核心心理素质量

表、构建基于心理素质的心理健康监测体系,以及开展有针对性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充分吸

收和体现情绪调控、独立性、自我统合和自信心这四个个性品质成分.
其次,区别表现为乐观倾向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而与

心理健康消极指标CHQＧ１２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高中低不同水平乐观倾向

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并呈现随着乐观倾向水平的上升其生活满意度得分也线性升高的趋势,但
在CHQＧ１２上的得分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表明拥有较高的乐观倾向,虽然对于缓解大学生的

心理问题症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积极主观体验.已有

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积极主观体验有助于促进学业成就或工作绩效的提升,预防心理健

康问题[２４Ｇ２５].因此,心理学的教育工作者除培养大学生上面提到的情绪调控、独立性、自我统合和

自信心这四个个性品质外,还可以通过培养乐观的生活态度,形成乐观倾向的心理品质来达到提升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促进其学业成功,达到增强预防心理健康问题能力的目的.
再次,研究结果还表明,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的动机特征及其因子进取心水平还与心理健康积



极指标生活满意度得分就呈倒“U”型的关系,即当动力特征及进取心处于中等水平时,大学生体验

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且中间组和低分组在积极心理健康上的这种差异达到了显著性.该结果说

明教育工作者需激发大学生的动力特征及进取心,因为过低水平的进取心会使得大学生成就体验

较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低下,而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缺乏会妨碍大学生学业的成功,并引发一

系列的生活和社会问题.不过,研究结果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对于进取心这种心理素质也不能一味

地进行培养,因为并不是进取心越高越有利于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健康,而应帮助大学生将进取心调

试到适当的水平.除个性品质维度外,在心理素质的认知品质和适应性这两个维度,是否也存在像

进取心这样与心理健康呈非线性关系的因子? 这是心理素质教育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
此外,综合来看,除独立性因子外,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各特征及其因子与心理健康积极指标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心理健康消极指标CHQＧ１２的相关系数;心理素质之个性品质各

特征及其因子在生活满意度上的高中低分组效应大于在CHQＧ１２上的分组效应.该结果与在中学

生中的已有研究结果相似[９],表明心理素质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方面相对于消极方面的作用更明

显,即心理素质相对于消除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性功能来说,其增加积极心理状态的建设性、发展

性功能更为突出,是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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