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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１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学部;２附属中学,重庆市４００７００)

摘　要:心理素质是心理学中国化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张大均教授领衔的“中国人心理素质

研究”团队多年来围绕该领域开展了从理论到实证的系统研究,取得了一批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又受到了国

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在简要勾勒该领域研究主要进展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

团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研究做了评述,尝试提出了本领域研究的未来走向,以期促进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深

化和科学有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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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既是中国本土化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又是心理学中国化研究进程中的重要

研究领域,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１].本文在简要勾勒既往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进展的

基础上,着重梳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进展,展望中国人心理素质未来发展研究的方

向,以期为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已有基础

(一)心理素质的理论构建

１ 心理素质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心理素质”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它是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提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提出并

被使用的,但当时并没有对心理素质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到了２０年代９０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对

心理素质涵义提出了一些看法[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南大学张大均教授等,通过综合分析我国

心理学家关于心理素质的观点以及对现代素质概念的思考和探讨,将心理素质基本涵义作如下概

括: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具有基础、

衍生和发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３Ｇ６].从结构—功能角度分

析人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又是心理和行为的内容要素与功能价值的统一体.

２ 心理素质结构的构建

张大均教授等以对心理素质涵义和实质的探讨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多次大规模心理测量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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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为依据,将心理素质结构归纳为认知因素、个性因素和适应性因素三个基本维度构成.认知

因素主要包括智力品质和元认知能力.个性因素主要包括抱负水平、独立性、坚持性、求知欲、自制

力、自信心、责任感、理智性和创造性.适应性因素主要包括身心协调、情绪适应、学习适应、人际适

应和挫折耐受力.通过以上研究总结和归纳,认为心理素质的内部关系结构模型如图１所示.[７]

图１　心理素质基本结构图

３ 心理素质与其它心理行为的关系

心理素质作为内源性因素对个体心理和行为起决定性作用.以个体心理健康为例,张大均教

授认为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二者的关系是“本”与“标”的关系,即心理素质是其心理结构的核心层,
是心理活动之本,而心理健康是其心理结构的状态层(表层或外显层),是一定心理素质的状态反

映,心理健康是心理素质健全的功能状态和标志之一[７Ｇ９].郑希付等人也认同此观点[１０].首先,从
心理素质的功能角度来看,心理素质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其次,从心

理健康的功能角度来看,个体较长时间拥有良好心理健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个体心理素质

的健全且水平较高;再次,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内源性因素,心理健康是心理素质的重要外

在表现,但两者并非必然的对应关系.由上述探讨可见,健全心理素质的形成是个体维护心理健康

和解决心理问题的关键.
(二)心理素质测评工具的开发

根据心理素质的概念和心理素质的理论结构,分别编制和修订了大中小幼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其中«小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历经五次修订,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维度,共计３０个题目,采
用五级计分,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９２０,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０．７３８~０．９２０之

间,结构效度拟合良好.«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历经五次修订,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维度,
共计２４道题项,采用五级计分,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８６０,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０．６８１~０．７８０之间;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在０．４３９~０．６１１之间,三个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

０．７６０~０．８４７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历经三次修订,包括认

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维度,共计３１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０．８８５,分量

表和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在０．５６~０．８６之间,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更好地反映大学生群体

的心理素质状况.问卷的编制既可为大规模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测量工具,又可为研究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其他人群工具开发提供借鉴.此外,还编制了«幼儿心

理素质问卷»[１１]«幼儿教师心理素质问卷»[１２]«军人心理素质问卷»[１３]等.
(三)心理素质的相关研究

研究者广泛开展了心理素质的相关研究,如学生心理素质对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１４Ｇ１５],学生心

理素质发展特点研究[１６Ｇ１７],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培养关系研究[１８Ｇ２０],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影

响因素研究等方面[２１].心理素质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心理素质理论,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有利于

增强心理素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解决心理素质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依据和科学手段,促
进了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



(四)青少年心理素质发展促进研究

青少年心理素质发展促进研究主要表现在心理素质培养模式及实施策略的研究,构建了系统

的心理素质培育模式及其实施策略[２２],提出将生理—心理—社会—教育协调作用并融合一体的心

理素质培养整合模式.以指导学生学会学习、生活、交往、做人、促进智能、个性、社会性和创造性发

展为基本内容,运用专题训练、学科渗透、咨询辅导、审美熏陶、家校结合等培养模式及实施策略,循

自我认知—动情晓理—策略导行—反思内化—形成品质等个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环节,创设适

宜的教育干预情境,设计有效的教育策略,最终达到培养健全心理素质,保持心理教育发展的根本

目的[２３Ｇ２４].

(五)心理素质分支领域研究的拓展

９０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心理素质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者们结合所从事和关注的领域,心理素质

研究对象从学生群体拓展到教师[２５]、护士[２６]、军人[２７]、演员[２８]、运动员[２９]、潜水员[３０]等群体,研究

内容也更为细化,出现了诸如军人心理素质[３１]、考试心理素质[３２Ｇ３３]、审美心理素质[３４]、创造心理素

质[３５]、创业心理素质[３６]等专项心理素质研究.尤其是第三军医大学冯正直教授领衔的军人心理素

质研究团队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心理学研究领域,丰富和深化了心理素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二、心理素质研究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一)已有研究为全面开展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奠定了基础

已有关于心理素质概念的界定、心理素质结构的构建、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揭示等方

面,上述理论初步奠定了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理论框架.据此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用以发现问

题,通过制订科学有效的实验干预方案,检验理论构建的合理性和实验的有效性.进一步明确中国

人心理素质测评体系构建的标准,检验和修订已有的心理素质测评工具,实现其动态化和标准化.

(二)心理素质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心理学界认可

心理素质研究分别被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教育心理学»[３７Ｇ３８]等工

具书和国家教材收录、介绍和引用.张大均教授撰写的专著«学生心理素质培养模式及实施策略»

在美国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陈英和教授评价道“作为首部在国外出版的心理素质研究专著,该书

凝结了张大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心血和智慧.国际权威工具书«HandbookofPositivePsycholＧ

ogyinSchools(SecondEdition)»集中反映国际学校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张大均教

授的“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心理素质研究”研究成果被该书第２７章«InternationalPerspectives:

ApplicationsofPositivePsychologytoSchoolsinChina»作了特别介绍[５].称该研究成果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积极心理学.这是中国学者开展心理素质研究多年来取得的最具影响力成果的重要标志.

(三)心理素质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在全国１０多个省市建立了实验基地和实验学校,开展了旨在检验理论和实证研究成

果,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健康心理素质培养的教育实验,不仅验证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

合模式及实施策略”“学科渗透模式及实施策略”“家校结合模式及实施策略”等模式策略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完善了理论和方法,而且还为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有效开展提供了专业服务和

实践指导,进而提高了大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据初步统计,全国有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广东、湖北、浙江、山东、辽宁、北京等１０多个省市,上万所学校,数千万人次学生,数万名教师接

受指导、培训或使用了心理素质有关的教材.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培育到教师心理

健康维护再到心理健康特色学校建设等方面开展了系统实验,有效地推动了我国以心理素质培养

为核心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教育)效应.



三、２０１４年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进展

(一)系统规划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至６日,上百名致力于心理素质的研究者集结于重庆歌乐山参加中国人心理

素质研究战略规划研讨会.此次会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规划了心理素质整合研究的技术路线与

协作机制.多年来孜孜不倦、潜心于心理素质研究的开拓者张大均教授做了“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

五年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９)主题报告”,张大均教授从心理素质研究背景出发,系统总结了近３０年来心

理素质发展概况,明确了心理素质研究的目标任务.确定了近五年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主要围绕

以下方面开展:(１)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２)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研究;(３)中国处境不利人

群心理素质研究;(４)中国老年人群心理素质研究;(５)中国公务人员心理素质研究;(６)中国新媒体

使用者心理素质研究.组建了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团队,包括全国协作领导小组、区域协作组,以
便群策群力开展协作研究.制订了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研究计划[３９].六名研究者从不同研究对象出

发拓展了心理素质研究,分别做了“中国人心理素质相关研究规划”分报告.
(二)开展大规模“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与其他心理行为关系”的调查

此次调查具有大样本数据,中学生被试达到１５６１８人,小学生被试达到７０２１人;被试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涉及华东、东北、华中、华北、西北、华南和西南地区,同时兼顾考虑被试的学校类型、年
级、性别、民族、家庭来源和独生子女等方面的均衡;根据调查数据,第一次明确了中学生心理素质

常模和小学生心理素质常模,实现了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常模标准化,为后续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主持国家２０１１协创新平台“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提升协高创新中心”课题———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素质诊断与促进研究

此课题旨在开发适合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测评的诊断工具,为后续调查研究提供科学有

效的研究工具,获取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这项研究既是了解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的需要,更为教育决策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同时也是促进和改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出发点;建立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基础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可以使之成为我国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状况的权威数据来源,更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科研平台和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交流平台,这必将极大程度提高我国心理健康的研究和实践水平.
(四)深化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研究

冯正直教授以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研究为主题,系统开展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研究,表现为:(１)

研制了中国人军人心理素质测评工具,构建了“聪慧、忠诚、勇敢、自信、耐挫”５维度１５成分的中国

军人心理素质结构;(２)建立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标准,即总体、军种、职别和军龄４个常模和“差、

次、中、良、优”五个等级的评定标准;(３)开发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检测与档案管理系统,为１５０００
名官兵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４)揭示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特征;(５)构建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教育

训练体系;(６)检验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实效性.这些研究促进了中国军事心理学的快速发

展,为完整、高效的军人心理健康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科学参考.

四、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进展

(一)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量表的再次修订

双因素模型被广泛用于解决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维度分析问题,有研究表明双因子模型的拟合

数据明显优于传统结构模型,能更好地说明测验编制所依据的理论模型[４０].双因子模型作为传统

维度模型的补充,可以帮助解决数据维度选择等问题.张大均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理论与实证结合,



开展了青少年心理素质双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心理素质是一个双因素结构,即由心理素质一般

因素和认知品质、个性品质和适应性三个特殊性因素构成[４１].
(二)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的深化研究

依据大样本测试数据,完成了“中小学生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共１０篇研

究报告和论文),被第三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全部接受并且作为大会重要“专题论坛”之一悉

数在会上报告.同行专家评价该系列研究成果“很系统、接地气、有特色、有价值.”在重庆市召开的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上,１２篇有关心理素质的研究论文被接受并以“青少年心理素

质与心理健康研究”为主题做专场报告交流.发表了一系列心理素质的相关研究的论文,如中学中

学生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关系密切: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４２],中学生心理素质与正性情绪

的关系:情绪弹性的中介作用[４３],３－４年级小学生的心理素质与毛笔书法成绩单的关系[４４],中学

生心理素质、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４５].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心理素质

研究.
(三)开启儿童青少年积极心理素质与良好行为习惯的整合研究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和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心理素

质是人的核心素质,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张大均教授认为,学生外在良好行

为习惯养成有赖于内在积极心理素质的培养,良好稳定的行为方式形成又能强化或提升个体的内

在的心理品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双核”[４６].因此,张大均教授团队开展了与

重庆市潼南区教委«中小幼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一体化»的合作研究.该课题既对探讨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非常重要,又有利于指导儿童青少年形成符合个人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核心素养.
(四)辑集出版系列心理素质研究专著

围绕心理素质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张大均教授及其学生们集

体探索的结晶,从研究过程到撰写成书无不孕育着张大均教授的心血.该丛书力求遵循以下两个

基本原则:坚持继承与创新结合,突出问题中心的研究取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恪守服务教育

现实的价值取向.教育心理学研究丛书适应了我国教育现实发展需要,力求为我国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和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教育心理学依据.
(五)多篇心理素质研究论文在SSCI收录期刊发表

本土化的心理素质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同时也得到了国际SSCI期

刊的认可,如王金良[４７]、武丽丽[４８]、胡天强[４９]、程刚[５０]等人的研究.论文的发表已经引起国际学者

们的关注,其学术水平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可,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在心理学研究领域

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六)代表性研究专著再获认可

张大均教授的专著«MethodsandImplementerStrategiesonCultivatingStudentsPsychologiＧ
calSuzhi»获得２０１５年第七届(人文社科)中国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人文社科)二等奖,这是

该成果继２０１４年获得国际认可后又次获得的国内高度认可.

五、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展望

(一)深化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理论体系

首先,进一步对心理素质的本质内涵、结构功能、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相关关系等基本理论进

行深入探讨,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其次是对心理素质各维度及其具体因素有关的理论进行系统探

讨,形成若干亚理论;最后是对心理素质发展与训练促进相关理论的探讨,形成符合中国文化和国



情的心理素质培养促进理论.
(二)完善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测评体系

完善中国人心理素质测评诊断体系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明确中国人心理素质测评体系构建的

标准,检验和修订已有的心理素质测评工具,利用双因素模型思想,深入探索心理素质的结构,实现

其动态化和标准化.同时,积极开发中国人共同心理素质和其他具体人群心理素质测评工具.
(三)加强中国人心理素质的实证研究

既往众多研究者对心理素质的内涵、结构、测评工具等进行了以实证支撑为依据的科学研究,

对现实部分中国人心理素质的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评估,并据此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未来中国

人心理素质研究应在此基础上,制订科学有效的实验研究方案,检验实验的合理性及验证实验的有

效性.围绕心理素质形成机制和作用机制进行多方法、多层面、多视角的实证研究;开展中国人不

同群体心理素质的实证研究,全面揭示中国人心理素质特点.
(四)开展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心理素质的跨文化研究;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主动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开展好与德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建立的国际学术合作,开展中德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比较

研究,并以此为契机,争取更多的国际跨文化合作研究,适应国家科学研究走出去发展战略,扩大心

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国际影响.
(五)提升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一开始就致力于科学研究与应用服务.一方面,积极申报承担国家、部省

级研究课题,使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跻身“国家队”;踊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

文,进一步提升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的学术影响;深化和拓展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素质及教育研究领

域,从项目、资金、方向、特色等方面为保障科学研究水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理论

成果的应用转化,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各种年龄段的心理素质教育教材,建立实验基

地和实验学校,完善学生心理素质测评系统,为学生心理素质的测评与心理问题的诊断,学校心理

档案的建立提供支撑;深入探索解决科学研究如何有效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促进学

术与社会影响的“双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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