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独立学院的飞速发展，独立学院人才
培养目标也逐渐明确清晰，即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然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
哪些能力素质，对于学生现状而言需要着重培养哪些
能力素质，尚无统一定论。 积极心理学是一个致力于

研究人类建设性力量和美好道德品质等积极方面的
心理学思潮。［1�］积极人格特质是人类自身固有的、潜
在的、稳定的、建设性的、能使人生活得更幸福的心理
特征或人格特质，是一种正向的或主动的心理品质。［2�］

对积极人格特质结构的参考，可对独立学院大学生能
力素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科学界定，对学生积极
人格特质状况的研究可以帮助对学生能力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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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科学评估，进而对能力素质培养目标进行甄
选，对教育措施和方法提供有益的启示，从而科学有
效地促进独立学院大学生成长成才。

笔者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不同年级、专
业、性别中随机抽取 869 名学生进行积极人格特质状
况调查，样本的具体情况见表 1。研究采用杜夏华编制
的《大学生积极人格量表》，［3�］该量表共 88 个项目，24
个维度，采用 5 点记分，得分越高，说明相应的积极人
格特质越突出。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调研
对积极人格特质各因子得分进行平均数统计，用独立
样本 t检验对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生源地方面做差
异的显著性检验， 用 One-Way� AVOVA 方差分析对
年级、 专业方面做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采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 样本情况分布表

百分比

性别
45.11

54.89

年级

22.9

56.5

男生

女生

大一

否

人数

392

477

199

491

24.28大二 211

大三 216 24.86

大四 243 27.96

专业

人文社科类 385 44.35

理工类 373 42.95

艺术类 111 12.7

生源地
城市 403 46.38

农村 466 53.62

是否独生
独生子女 537 61.8

非独生子女 332 38.2

是否担任过
学生干部

是 425 48.91

否 444 51.09

是否获得过
奖学金

是 378 43.5

二、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
状况分析及评价

1.� 学生具有良好的积极人格特质， 呈现出高善
良、高感恩，低自律、低洞察力的特点

对问卷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平均分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量表总分的
平均分为 95.1891， 各维度的平均分均在中值 3 分以
上。 将各维度平均分从高到低排列，排在前五位的分
别是善良、感恩、好学、团队、领导力，排在后五位的分

别是自律、洞察力、真诚、热情、判断力。 这一结果说
明，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得分较高，整体处
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具有良好的积极人格特质；从各
维度平均分的排序上，呈现出高善良、感恩，低自律、
洞察力的特点，而此研究结果与当代普通高校大学生
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这说明独立学院大
学生具有正向潜在的、建设性的人格特质，拥有幸福
人生的潜力， 尽管高考成绩决定了学生进入比本一、
本二较低层次的高校， 但若能充分利用好大学阶段，
认真进行专业学习和能力培养锻炼，依旧可以收获人
生的成功和幸福。 洞察力得分较低可能与学生社会经
验缺乏、问题处理能力较为薄弱有关。 自律得分较低
体现了学生易受环境影响，遇困难、问题容易放弃的
特点，这或许也是学生韧性、毅力欠缺的原因。

2.� 学生渴望学习和成长， 团队性和领导力突出，
但认知智慧、社交能力的水平较低

研究结果显示，好学是独立学院大学生得分较高
的一项积极人格特质，而此项特质并未进入普通高校
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排序的前列，［4�］这一结果说明独
立学院大学生具有对学习和成长的渴望，虽然成绩不
太理想，但未必缺乏学习动机，对生活中的事物具有
较强的兴趣爱好。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团队、领导力特
质得分较高，与这些特质相关的反映群体公正方面的
特质排序靠前，而创造力、判断力、热情、真诚特质得
分较低，与这些特质相关的反映认知智慧和社交能力
的特质排序靠后， 说明学生团队性和领导力突出，但
认知智慧、社交能力的水平较低的人格特点。

3.� 男生的积极人格特质水平优于女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不同性别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

的差异，对男女生得分进行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在
好奇心等 16 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男生得分均高
于女生，其中在判断力、创造力、洞察力、勇敢、真诚、
自律、谨慎、信仰、热情这 9 个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
男生表现出更高的智慧知识， 比女生更具有勇气，自
我控制和管理能力更强， 更有追求精神卓越的动力，
这种差异性比普通高校大学生更明显。［5�］这一结果可
能与男女生不同的社会角色有关，社会对男生的要求
更高，男生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更重，而社会、家庭对
女生的要求相对较低一些，这促使男生在自我能力素
质培养锻炼方面有更多的内在需求和主动意识。

4.� 城镇学生的积极人格特质水平优于农村学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积极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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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差异，对城镇和农村学生得分进行 t检验分析。结
果显示：在好学等 12 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学
生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其中在坚持、爱心、鉴赏、幽
默这 4个维度上的差异极其显著。 这一结果可能与不
同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有关。 由于城镇的经济水平
相对较发达，生活环境较为优越，城镇学生接触的新
鲜事物较多，社交面较广，享受的教育资源较优越，父
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由此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好学，
判断力、创造力、社会智力、洞察力更强，更聪慧，具有
更高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拥有更高的鉴赏、幽默、热
情水平，在精神领域里更加卓越。 然而与以往观念中
不同的是，城镇学生却比农村学生更善良、更有爱心、
更谦虚， 这一结果可能与城镇学生家庭教育方式有
关，城镇学生的父母对子女关注度更高，更有爱心。

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
质无显著差异

为探讨独立学院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
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差异，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大学生的得分进行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独立学院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质无显
著性差异。 此结果说明随着家庭教育重视度逐步提
高，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在逐步减小，当前
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过于强调独生子女因素，将某
些学生问题归因于独生子女教养原因，或许已经不具
备科学依据。

6.� 未得奖学金的学生创造力、幽默感更强，学生
干部的积极人格特质优于普通学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是否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积极
人格特质的差异，对获奖学金学生与未获奖学金学生
的得分进行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创造力、幽默 2
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未获奖学金学生的得分显著
高于获奖学金的学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是否担任学生
干部的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差异，对学生干部与非学
生干部的得分进行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 24 个维
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干部得分均高于非学生干
部的得分。 此结果反映当前独立学院学业成绩的评定
不仅没有充分体现出学生在好奇心、好学、判断力、社
会智力、洞察力等智慧知识方面的差异，更未能有效
评估学生的创造力水平，需要适时对奖学金评定标准
进行修订。 独立学院学生干部选拔机制遵循了积极人
格特质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体现出学生活动的举办和
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积极人格特

质的培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7.� 理工科专业大学生的积极人格特质优于人文

社科和艺术类大学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不同专业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

差异， 对不同专业类型学生的得分进行方差统计分
析，结果显示：不同学科类型的大学生在判断力等 16
个维度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多重比较分析显示，在
判断力等 15 个维度上， 理工专业学生得分均显著高
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在真诚维度上，理工专业学生
得分显著高于人文社科专业及艺术专业学生。 不同专
业对学生的能力素质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理工科
专业更着重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推理能
力等， 所以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具有更高的判断力、创
造力、洞察力。 而校内各种活动和竞赛平台的搭建更
偏向于理工科学生，社会就业形势更有利于理工科学
生，因此在勇敢、坚持、公平等其他积极人格特质维度
上理工科学生发展水平较好，而人文社科和艺术类学
生的积极人格特质的优势并未能显现出来。

8.� 大一学生的积极人格特质水平优于其他三个
年级学生

为探讨独立学院不同年级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
的差异，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在 24 个维度上，不同年级学生的得分存在显著
差异。 多重比较分析显示，在 24 个维度上，大一学生
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学生，但二、
三、四年级学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大一学生刚刚从
较为封闭单一的高中环境进入大学，未能像其他年级
学生一样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 丰富多样的资讯、多
元化的价值观念等的影响较多，因此对自我积极人格
特质的评分比较宽松，而其他年级学生对自我积极人
格特质的评分会较为严格。 然而，二、三、四年级学生
积极人格特质水平无显著差异，其中原因也需要进一
步探索。

三、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
的培养建议

首先，树立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以积极心理学
作为思想和理论指导。 积极人格特质理论启示我们，
要实现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只有让他们体验到学
习、发展、创造中的快乐，才能产生幸福感和满足感，
只有学生的需要需求得到充分的尊重、理解、关心和
信任，才能充分发挥内在的潜能，个性才能得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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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同时积极心理学提倡心理学的教育研究应面向
普通人，而不是那些有着精神问题或心理问题的特殊
群体，这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如此，需要树立人本
主义教育理念，发展面向广大学生群体的以积极人格
特质培养塑造和心理素质提升为宗旨的心理健康教
育理念。

其次，从认知、体验和适应三方面，有针对性有侧
重点地设置积极人格特质培养内容。 积极人格培养包
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积极认知、积极体验和积极适
应。 其一，培养积极认知。 学会使用正向思考的方法，
调整认知，控制思维，有效化解负面情绪的困扰；学会
运用积极错觉，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适当高估对环
境及结果的控制能力，对自我及未来抱有脱离现实的
积极期待；学会乐观，改变对生活事件的解释风格，运
用“弹性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其二，培养积极体验。
培养幸福体验，培养愉悦感、参与感和意义感；激发热
情，激发自身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完全投入情境、全神
贯注不被外界打扰的状态；拓展情绪，发挥消极情感
对促进个体迅速组织应激资源，避免自身受到侵害的
作用，扩展积极情感促进个体突破限制、开放经验，促
进持久心理资源建构的作用。其三，培养积极适应。培
养心理弹性，在面临压力和逆境时拥有积极应对的能
力；培养积极应对策略，培养增强自身力量的策略，如
灌注希望、建立和睦关系、增强自信、关注积极心态和
行为、塑造力量等；促进积极健康的状态，在生理上、
主观上和技能上都表现出极佳的状态。

再次，构建以大学生个人、家庭、学校、社会为一
体的全方位的积极人格特质培养途径。 对于大学生个
人来说，可以加强社会实践的参与度，积极参与体验
式活动，加强自我教育等途径来加强积极人格特质的
培养。 对于家庭来说，由于家庭氛围环境以及父母教
养方式对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作用，因此可以通过营造家庭的和谐氛围，为学生提
供榜样示范和情感支持，配合学校做好感恩教育和生
活应对能力培养， 以此来加强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培
养。 对于学校来说，可以为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培
养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从加强校风、学风建设，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美化校园环境，开设积极心理学相关
课程教学，提供社会实践和锻炼的机会等方面来加强
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培养。 建立积极的支持系统，
从特殊群体（如贫困生、学困生等）和全体学生两个方

面入手，建立帮扶平台和帮扶机制。 建立参与式的校
园管理机制， 让大学生充分参与校园的管理与建设，
在加强自我管理能力的同时，也增强自强自立精神品
质。 对于社会来说，可以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弘
扬社会主旋律，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加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途径促进大学生积极人格
特质的培养，此外，特别要强调的是网络文化的建设，
在加强对网络监管的同时， 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弘扬正
能量，为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的培养发挥促进作用。

最后，针对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人格特征，育人
工作更要有针对性和侧重点。 激发学生的自我成长意
识和成就动机，积极引导学生发挥善良、感恩、好学等
优势的积极人格特质，利用学生好学这个特质，抓住
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将纯粹的理论教学与日常生活实
践紧密联系；同时针对真诚、洞察力、自律这些处于弱
势的积极人格特质进行有侧重点的培养锻炼，加强对
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情绪管理等方面的教育。 拓
宽人才培养的途径，不仅利用学生干部这种平台选拔
培养优秀人才，同时搭建更多的素质能力培养锻炼平
台为广大的非学生干部群体提供发展锻炼的机会，扩
大育人效果的覆盖面。 丰富学业考核标准与形式，除
了奖学金评定外，可为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学业培养
方案，更充分地体现学生学习能力、创造力、应用实践
能力的发展变化，让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都能够发
挥出来。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大对学生人文艺术方
面能力素质的培养，对女生的培养锻炼给予更多的关
注和机会。 而不同年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水平无显著
差异的结果，也为新形势下育人环境的塑造提出了要
求和挑战，可为学生设置阶段化培养计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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