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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积极心理品质培育途径探究
李　娜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阜阳 236015）

摘要：师范生是特殊的大学生，除了一般大学生的使命外，他们还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师范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培育是

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促进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障。目前，很多师范生却存在着人际

关系处理不好、自我意识过强、未来就业有压力等问题，作为高校尤其是师范类高校，面向未来大部分做幼儿教师的学生们，更应该引导

学生们汲取正能量，促进师范生积极心理品质的自我建构，发挥高校、社会、家庭协同联动机制，帮助师范生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

他们健康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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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

出“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最好的时期，既面临着

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

使命”[1]。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体力量，需要有健康的身心，

这不仅关系着其心理品质、精神品格、人生价值观等的塑造，更

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前景，师范生作为大学生中特殊的一部

分，其心理健康更值得被关注，他们是未来的园丁，肩负着未来

教书育人的重要任务，于他们而言，道德素养和心理品质不仅仅

影响会自身的成长，还关系到未来所教授的学生的个性与成长。

故相比大学生而言，师范生还应具备与专业和未来岗位相适应的

心理品质，如职业认同感、希望感、责任心等 [3]。

但是目前师范生群体却面临着自我意识过强、职业荣誉感低

下、自我效能感不高、幸福感较低等积极心理品质较低的现状，

故对于师范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讨论并找到培育方式是目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一、积极心理品质相关理论概述

积极心理品质是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形成的，人在遗传和

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被称为个人积极

心理品质 [4]。这些特质会影响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一般

认为，积极心理品质包括节制、正义、智慧、勇气、超越、人道、

六个维度和包括正直、好奇心、幽默、真诚、爱与友善、希望与

信念等在内的 24 项正向的心理品质。

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曾荣侠在其研

究中提出，积极心理品质可以激发个人潜能、提高幸福感、从而

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2]。有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积极心

理品质对压力、心理疾病有缓冲作用，积极的心理品质会有效增

加个体心理资源，从而驱使个体寻求支持途径。蔡慧针对大学生

群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积极心理品质能在一定程度上

干预大学生的抑郁症状 [3]，而学者张绿次的研究也证实了积极心理

品质能够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4]，袁文萍也有类似的结论，他

通过调查分析认为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高积极心理品质的人能够以更加积极的视角看待发生的事情

以及自己的周围环境，从而更乐观积极的应对各类变化，并在此

过程中体验到幸福。

通过前人研究，我们发现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故对师范生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有利于

他们自身的心理成长，对于他们未来走上职业道路所教授的学生

们的心理健康也会有重要影响。

二、积极心理品质影响因素

为深入探讨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途径，首先需找到影响积极

心理品质的因素，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关键词“积极心

理品质影响因素”对前人研究进行分析，将检索到的文献研究对

象分别为小学生、大学生、医学生、教师、护士、患者等进行梳理，

可以将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一）家庭因素

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的成长发展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并

将周围环境按照与人的距离关系分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宏观系统，

在这之中，作为微系统的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心理发展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家庭的地理位置、家人的工作、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家人的道德素养、个人品质、家人能否对个体理解支持等都会影

响个人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孩子在家庭中成长，模仿家人的行

为处事方式。而在家庭这个影响因素中，父母教养方式就尤为重要，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与子女双方互动的行为，研究发现，父母教

养方式、家庭氛围与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密切相关，若父母在家

庭中采用温暖理解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孩子的积极心理品质就越

高，父母的情感温暖尤其是目前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积极心理品

质有正向预测作用。

（二）学校因素

学校是最重要的教育场所，为培养积极心理品质创设了良好

的环境氛围，刘会娟等学者认为，校园环境中教师和同学的影响

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个体在校园里感受到这些力量支持，那么他

会有相对较高的自我评价，从而会使他在面对困境时不会太过于

惊慌失措，会积极寻找方法应对。尤其是同伴的支持，有良好的

同伴支持的个体在面对困境时能够沉着应对，勇敢冷静，勇于克

服困难，感受到情感支持的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去帮助别人，发展

出热情、温暖、爱等积极心理品质。此外，在学校中学生的学业

成绩也是不能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变量，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容易充

满自信，更乐观地看待外界事物，积极的应对外界挑战。

（三）个人特质

影响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人特质也经常被探讨，前人研究结果

表明，积极心理品质与人格是息息相关，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大学

生更容易肯定自我价值，有高价值感，这也会使得他们不会贬低

自己，在事情失败时不会将原因更多归结到自身能力上，这能促

使个体及时调适自己的负面情绪，形成坚强、乐观、灵活、机智

等积极心理品质。也有学者着眼于领悟社会支持这一变量上，认

为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人积极心理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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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与实际的社会支持不同，实际的社会支持是个体在

面临困境时外界实际提供的帮助行为，而它是个人感受到的社会

支持，他与个体对所期待的社会支持的信念有关。在一些压力情

景中，领悟社会支持起着解释框架的作用，对个体的各种行为和

事件做出解释。一般来说，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影响个体的积极心

理品质，也能够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

三、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途径探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意见》指出“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培养

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个

体经受考验、克服困难、承受挫折的能力”。2023 年教育部等

十七部门又共同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倡通过“五育并举”促进心

理健康教育，这些政策的发布都为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

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直以来教师都被很多美好的词汇形容：“辛勤的园丁”“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默默奉献自己的蜡烛、春蚕”，这些词汇无

一不彰显着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与光荣。师范生是未来的人民教

师，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处事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不仅影响着

他们自身的成长，对与下一代学生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就需

要师范生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责任感和担当使命感，因此如何对

师范生的职业信念和崇高的教育理想进行塑造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师范生需明确自身未来职业特色，了解自身未来职业的性质和重

要性，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职业价值和使命感，才能更好地做到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

（一）立足于课堂主阵地，在课堂中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一门根据大学生发展的规律进行开

发编制的公共必修课，旨在提升大学生们的心理是素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们应在了解各年龄阶段的特点后

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主题章节活动，通过小班式教学、体验式教

学等方式，使学生融入课堂，在课堂中了解到更多心理健康知识，

提升自身心理素养。如针对入校学生可重点放在环境适应、人际

关系处理上面，针对毕业年级可将重点放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

通过不同主题的活动，引导学生充分的探索自己、探索世界。同时，

将积极心理学的理念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来，课程重点从如

何进行问题的解决转向积极心理品质的养成，扩大积极地心理力

量，用积极和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从而使学生形成“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的积极心理品质。

心理健康教育并不单纯是心理健康教师的事情，也不仅仅是

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应该是整个学校或者整个社会的事情。在学

校教育中，各学院、各部门应该通力合作，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的理念渗透到各学科之中，让所有的教师都能成为心理健康教育

的实践者，形成真正的三全育人格局。

（二）依托主题团辅活动，有针对性的塑造学生积极心理品

质

团体心理辅导是当下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辅导形式，它以心

理咨询技术和团体动力理论为依托，使个体在团体中发现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并达到最终的成长，个体在团体中探索自我、了解

自我、发现自我、发展自我，从而实现自我，团体心理辅导具有

应用广泛、受益面广的特点。

在校园中，通过开设不同主题的团体帮助有不同需求的学生

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如针对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的人际关系团辅，

针对睡眠问题的“失眠者联盟”团辅、针对亲密关系的爱情主题

团辅等，不同主题的团辅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具有相同

特点的人在团体中通过互动、沟通、分享得到成长，从而提升自

身的积极心理品质。

（三）日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助力学生塑造自身积极

心理品质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是进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方式，将

积极心理学的思想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围绕学生美德和积极心

理品质设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和情感支持，

增强学生的内在能量，促使学生更好地应对成长中的各种挑战。

坚持“三心三爱”的教育理念，学生工作者“倾心以待、静心相

伴、安心逐梦”、培养学生“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的“三爱”

积极心理品质。倾心相待，辅导员、班主任等日常与学生进行谈

心谈话切实了解学生需求，解决学生实际问题；静心相伴，通过

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播放心理电影、制作各类心理作品展，

引导学生了解心理知识，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助力学生安

心筑梦，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如 525、世界精神卫

生日、125 等，开展如阳光彩虹跑、心理游园会、心理情景剧、心

理漫画大赛、手工制作比赛、心理宣传标语征集比赛等一系列活

动与趣味竞赛，在活动中疗愈学生的身心，使学生得到成长。

四、结束语

师范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使心理健康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

容，分析现状，了解师范生积极心理品质现状的原因并提出合理

的解决方式是当下高校在面对师范生心理健康教育时最应该解决

的问题，引导师范生建立职业荣誉感，理解教师职业的光荣与崇

高性，为培养当代优秀教师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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