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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人格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为准确把握

国内在积极人格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对2005~2020年CNKI数据库中

的1040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总结了该领域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萌芽阶段、快速增长阶段、波

动发展阶段。并概括了三大研究热点，包括积极人格的研究领域、积极人格的应用和积极人格的培育。

研究结果为研究者今后在该领域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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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personality is one of the research priorities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this aspe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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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pace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1040 articles in the CNKI database from 2005 to 2020.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namely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rapid growth stage, and the wave development stage. It also summarizes three major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ing the research field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personal-
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further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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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末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关注乐观、幸福、心理资本等积极方面，其中

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性格力量，又称为积极人格。塞利格曼将积极人格定义为“positive character”，他认

为，个体积极人格的核心是美德和力量，并且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战胜心理疾病[1]。 
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 CNKI 数据库和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梳理国内学术界关于积极

人格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近 16 年来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动向，以期为日后在该领域的继续深入提

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知识图谱软件 CiteSpace5.8.R1 为研究工具，对国内积极人

格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学处理和可视化分析。 
研究数据来源于 CNKI 数据库，以“积极人格”为主题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 2005~2020 年(检

索日期 2021 年 8 月 4 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178 篇。为确保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研究人员根

据主题、摘要和关键词对初步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二次核对，去除会议报告、无关文献和重复文献后，

共获得有效文献 1040 篇。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的年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领域的发展阶段及发展动向。通过对 CNKI 数据库中

2005~2020 年积极人格发文数量的分析发现：国内积极人格的研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2005~2007 年萌芽阶段；2007~2013 年快速增长阶段；2013~2020 波动发展阶段。其中，由图 1 可知，2019
年的发文数量达到峰值，发表文献共计 112 篇，说明国内研究者对积极人格的研究仍处于持续关注的状

态。自 2019 年开始，以“积极人格”作为关键词文章发表数量开始减少，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积极人格

的研究已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以更细化、更精确的研究方向作为了关键词。随着研究的深化，积极

人格的研究将更加广泛，可见积极人格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国内心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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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umber of positive character documents issued from 2005 to 2020 
图 1. 2005~2020 年积极人格发文量 

3.2.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research focus)是指某一学科领域在特定时期内发表的联系紧密的文献中所讨论的科学问

题[2]。关键词通常是研究者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某一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则反映了研究人员关注

的重点学术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量

节点在所生成的知识图谱中重要程度的核心指标。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通常是连接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

在共现网络中的影响力较大[4]。 
因此，本研究将“Keyword”设置为节点类型，通过分析同时具备高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的节点，

以查明自闭症儿童适应行为在近十年的研究热点。在 CiteSpace 中各项参数设置如下：每个时间切片选取

前 15 的关键词，运用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和时区切片剪枝策略(pruning sliced networks)，得到关键词

共现网络图谱(图 2) [5]。如图 2 所示，圆形节点表示关键词，共有 58 个关键词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表

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共有 149 条连线，密度为 0.0901。 
 

 
Figure 2.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research 
图 2. 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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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CiteSpace 根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程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和平均轮廓值(S 值)两个指标

作为判断图谱绘制效果的依据。其中，Q 值的取值范围为[0, 1)，Q > 0.3，表明图谱所划分的社团结构是

显著的；S > 0.5，表明聚类是合理的，S > 0.7，则表明聚类是高效率且令人信服的[6]。此次聚类结果的 S
值为 0.7178，Q 值为 0.3752，数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本研究聚类效果显著。 

本研究对意思相近的关键词进行合并，最终得到高频和高中心性关键词，如见表 1 所示。其中，积

极心理学、积极人格、积极情绪、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等关键词，同时具备

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特征。综上所述，基于关键词的共现聚类、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的综合分

析，本研究概括出积极人格领域研究中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积极人格的研究领域分析、积极人格的应

用分析、积极人格的培育分析三个方面。 

3.2.1. 积极人格的研究领域分析 
该热点涉及的关键词主要包括“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人格特质”、“人

格特征”等。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可知，积极人格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

积极社会组织系统，其中研究的重点领域是积极情绪体验。例如，在积极情绪体验的相关研究中，研究

者概括了目前被广泛应用的积极情绪拓建理论，提出了积极情绪的两大功能，即拓展与建构[7]。 
除了积极情绪的功能研究之外，积极情绪的干预研究也备受关注。在一项以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探讨了记录愉快事件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日记记

录法可以有效地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和主观幸福感，并且这种增强作用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无独

有偶，王艳梅等人进行了一项以 82 名大学生为被试的实验研究，采用 PANAS 情绪量表和牛津幸福感问

卷，旨在探讨愉快事件的记录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记录愉

快事件和感激训练都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积极情绪。研究还发现，愉快事件记录和感激训练还能够减少消

极情绪，但感激训练对改善主观幸福感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知，记录愉快事件的干预效果要好

于感激训练[8]，即记录愉快事件是一种更加有效的积极情绪干预策略。 

3.2.2. 积极人格的应用分析 
该热点涉及的关键词包括“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教师心理健康”、

“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教育”等。由此可见，积极人格的理念广泛渗透于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

教育的各个方面。研究的重点同时囊括了学生心理健康和教师心理健康，说明随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发展和普及，受众的接受度和认知度有了全面的提高。 
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教育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往

往是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首要目标。郭艳敏等人指出了教育工作的方向并提出了相关策略，例如

各大高校可以通过增加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入手，以此来改善大学生的心理

状态，健全大学生的人格[9]。积极人格的相关理论倡导用开放的、欣赏的视角挖掘和激发大学生潜在

的优势和美德，因此唐君军等人提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关注大学生的优势和潜能，这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积极人格、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这种以学生的优势为重点的培育

思路，为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提供了新方法和新目标[10]。此外，李海涛等人认为，积极心

理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两者相互结合能够有效促进学科的发展，丰富教育内

容。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在综合分析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一些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

将积极心理学概念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四条主要路径，无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启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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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积极人格的培育分析 
该热点涉及的关键词包括“积极心理品质”、“开发策略”、“校本课程开发”、“影响因素”等。

目前关于积极人格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了解个体的积极人格发展现状，分析原因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而

探讨培育和挖掘个体的积极人格的途径和策略。李晓彧认为，积极人格是个体内部由多种积极人格特质

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包括个人积极的思想和心态，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培养[12]。例如，侯佳琦通过问

卷调查法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品质的发展现状，并对不良心理品质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

最后提出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可以从学校、家庭、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共同着手[13]。在卢

春丽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中，选取某高校 100 名学生作为被试，以《大学生积极人格量表》为施测工具，

考察积极人格训练在培育大学生积极人格特质上的效果，结合分析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了培育大学生积

极人格的方法[14]。此外，赵顺英等人认为，苏区精神的本质是积极人格，因此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地处中

央苏区地方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上。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们提出，要将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的积极

人格，充分发挥中央苏区地方高校天然的地缘优势，增进积极的情绪体验，打造积极的社会组织体系，

从而搭建高效的积极人格培育平台[15]。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软件，对中国知网中与积极人格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年发文量

本文总结了该领域的三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快速增长阶段、波动发展阶段。为探明研究的热点话题，

本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并概括了该领域的三个研究热点：积极人格的研究领域分析、积极人格的应用

分析、积极人格的培育分析。 
结合可视化分析结果可知，积极人格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与进展，但现有研究多数以描

述性分析为主，仍然缺乏实证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尽可能开展实证研究及实践应用研究。其

次，当前积极人格的研究重点更多集中在对心理问题的处理方面，与其他领域的结合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和拓展。例如，积极人格与职业压力的关系、积极人格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等。综上所述，积极人格领域

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发展空间，并且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仍有待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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