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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性格优势干预对大学生心理成长和情绪的作用。方法：采用前后测实验设计，对在校40名大

学生进行基于性格优势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评价性格优势干预对大学生心理成长与情绪的效果。结果：

1) 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水平总体显著提高。分量表中，除新的可能性维度外，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力量、

精神改变、对生活的欣赏五个维度得分均显著提高。2) 大学生在经过干预后的情绪水平有所变化。幸福

感得分水平显著提高。抑郁情绪也有所提高，但干预前后的抑郁水平均远低于抑郁评定临界值。结论：

性格优势干预对提高大学生幸福感、引发对自我的思考与促进大学生心理成长与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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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 based on character-strength in promoting the 
positive growth and emo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group counseling of using 
pre-and-post measurement design was composed to test 40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The posi-
tive growth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cept new possibilities, other di-
mensions include relating to others, personal strengths, spiritual change and appreciation of life 
all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2)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 of col-
lege students. Through intervention, the rate of well-being increased. Depression also increased 
but it was not up to rating in either evaluations. Conclusion: The explosion of character-strength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promotion of well-being, positive growth and mental health to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haracter Strengths, Positive Growth, Well-Being, Depress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以缓解心理症状、解决心理问题、改善病态心理等相对消极的概念为中心的传统心理学发展的时

代，心理学研究领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人们缺少对问题背后的积极特质的觉察与对积极事件的探索。

为发掘人类本身的积极潜能，更好地研究幸福与蓬勃、全面的人生，在积极心理学逐渐构造出属于自己

的框架时，塞里格曼提出 6 种美德以及支撑起 6 种美德的 24 种积极性格优势，即 VIA 分类，进一步推

动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与实践普及性。不限于在理论上的开创性，性格优势开始作为一种调查工具与干

预方法在各大领域得到改良与应用，倍受教育、医疗、人力资源等中坚领域的青睐。 
性格优势指个体在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展现出来的积极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可以作为中介效应

干预由生活应激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危机(田毅，2018)。通过了解与运用性格优势，可以促进个体身心健康

与得到幸福感、缓解抑郁和压力，获得积极体验(刘美玲等，2018)，以此维系更好的社会关系，取得成就

与获取人生意义。还有研究表明，积极的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积极特质可以给人提供

更多的正性能量，与自我和他人良好互动(李瑞等人，2018)，关注负性事件后的积极方面并持续发展。艾

春燕等人(2021)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高水平性格优势体现高水平的心理免疫力，通过积极应对方式维

稳心理健康。更有研究提出性格优势的六大功能：提供机会的启动、正念、欣赏和度过逆境的缓冲、重

新评价和韧性(Niemiec, 2020)。因此，已有大量学术成果表明性格优势对危机处理、社会关系、心理健康、

适应能力等方面有促进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幸福感与缓解抑郁情绪，树立与保持积极心态，帮助

个体更好地适应自己的个人角色与社会角色，创造机遇，并在面对困境时做出更恰当的选择。而这种性

格优势带来的积极效应，面向全年龄层。 
诚然，对性格优势的探索对社会乃至全人类都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但还鲜有针对性格优势干预对

心理成长的影响的研究，心理成长是遭受挫折或创伤性事件后的心理恢复与成长程度，反映个体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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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与心理发展进程，作为身心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同时，关注心理成长过程

中频发的情绪问题，即性格优势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干预作用。为探究性格优势干预是否对心理成

长有所影响，是否对作为积极情绪的幸福感与作为消极情绪的抑郁感的调节有直接作用？本研究以处在

成长的重要阶段的大学生为例，探究性格优势干预对大学生心理成长与情绪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网络宣传的方式募集被试，在广东某高校共募集在校本科生 40 名。其中，男生 7 名，女生 33
名；曾经接受过心理咨询者 14 人，未接受过心理咨询者 26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 
使用 Tedeschi & Calhoun (1996)编制的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评定心理成长水平，共包含 21 个项目，

包括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对生活的欣赏 5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6 级评

分法，从“创伤后完全没有经历这种改变”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依次计 0~5 分，总分 0~105 分，

得分越高代表心理成长的程度越高。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67~0.85。 

2.2.2. WHO 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WHO-5)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1998 年修订的五项身心健康指标评定幸福感，本研究量表纳用世界卫生组织中文

版第五版(WHO Mental Health Collaborating Centre, 2007)中的内容。该量表包含 5 个条目，采用 6 点计分

法，0 = 从未有过，1 = 有时候，2 = 少于一半的时间，3 = 超过一半的时间，4 = 大部分时间，5 = 所
有时间，初始得分为 5 项总分，计算百分制积分与标准得分，标准得分越高，幸福感越强。 

2.2.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文简版 
本研究量表采用由 Radloff1977 年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经何津等人(2013)改良的流调中心抑郁量

表中文简版评定抑郁水平，共包含 9 个条目，采用 6 点计分法，最终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高。简版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0.88，重测信度为 0.49。 

2.2.4.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实验设计，先使用创伤后成长量表、WHO 世界卫生组织五项身心健康指标中文版、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简版对 40 名学生进行前测，再进行为期两次 6 小时的积极心理团体辅导活动，探

索自身的性格优势与积极心态。在两次团体辅导活动结束后，再使用上述量表对学生进行后测。 

2.2.5. 积极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 
该团体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探索和应用每个人排名前 5 的性格优势以及与逆境成长相关的 5 个

性格优势，尝试挖掘个体内在的积极力量，以更好地对抗挫折，促进大学生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积极

团体心理辅导分 2 次进行，总共时长 8 小时。 
第一次团体辅导旨在探索和应用自己的 top 5 性格优势：1) 暖场破冰，形成团体。以寻找“心”上

人、积极自我介绍等活动快速促进成员间的接触与了解，形成团体并为后面形成 4 个小组奠定基础。2) 了
解性格优势并进行自我性格优势评估。简要介绍积极心理学及性格优势；主观评定自己 top 5 的性格优势，

并与心理测评 VIA 的结果相对照；形成小组并与小组成员讨论，最终确认自己排名前五的性格优势。3)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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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优势故事。小组成员肯定并尝试发现新的优势，得出最终版排名前五的性格优势。成员轮流说

出与自己性格优势相关的积极故事，其他成员从中发现其性格优势，并进行讨论，最后得出每个人的终

极版 top 5 性格优势。4) 作业一：应用 top 5 性格优势。成员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每天应用自己的 top 5 性

格优势的一项。作业二：看电影《童梦奇缘》。 
第二次团体辅导旨在探索和应用与逆境成长相关的五个性格优势：1) 暖场热身，引入主题。2) 讨论

电影《童梦奇缘》：在该电影中看到了什么？有逆境或创伤吗？有成长吗？体现在哪？3) 说出我的故事。

包括说故事的人(说出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逆境或创伤，组内成员探讨：经过这些事情后，成长了吗？成长

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成长是如何产生的？)和听故事的人(听到了什么？故事主人公利用了哪些性格优势

以及他的性格优势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做？) 4) 探讨与逆境成长相关的五个性格优

势以及如何促进这些优势的成长。5) 作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应用一种与逆境成长相关的性格优势。 

2.2.6.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4.0 对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3. 结果 

3.1. 干预前后测心理成长得分差异比较 

干预前测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平均得分为 2.40 ± 0.91，干预后测平均得分为 3.87 ± 0.96，综合大学生的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t = 9.072, p = 0.000)可得知，大学生在心理成长得分上有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心理成

长分维度统计表明，除新的可能性维度前后测得分差异比较不显著外，大学生在各维度得分均有显著提

高，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and-post measurement scores about positive growth scales 
表 1. 心理成长各量表前后测得分差异比较 

量表 n 前测得分 后测得分 t p 

总评 40 2.40 ± 0.91 3.87 ± 0.96 9.072 0.000 

与他人的关系 40 2.16 ± 0.91 3.78 ± 1.05 9.364 0.000 

新的可能性 40 3.18 ± 3.30 4.02 ± 1.03 1.461 0.152 

个人力量 40 2.58 ± 1.19 3.95 ± 1.06 6.599 0.000 

精神改变 40 2.06 ± 0.92 3.52 ± 0.95 7.493 0.000 

对生活的欣赏 40 2.54 ± 1.19 3.96 ± 1.08 7.524 0.000 

3.2. 干预前后测情绪得分差异比较 

干预前测大学生的幸福感量表标准得分为 8.64 ± 4.03，干预后测得分为 14.14 ± 4.90；而在百分制积

分统计中，大学生的前测得分为 45.95 ± 16.12，后测得分为 71.06 ± 19.59，差异大于 10%。综合大学生的

标准分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t = 7.395, p = 0.000)可得出，大学生在幸福感得分水平上有显著提升。 
干预前测大学生的抑郁量表得分为 4.40 ± 4.51，干预后测得分为 8.40 ± 3.94，综合大学生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t = 4.424, p = 0.000)可得知，大学生在抑郁感得分水平上有显著提升，但低于抑郁评定临界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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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性格优势对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经过性格优势干预后，心理成长总评分提高。许多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干预可以

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殷秀玲，陈敏，2017；郑燕兰等，2020)。本研究以性格优势为干预工具对大学生进

行干预，测量心理成长程度的量表沿用创伤后成长量表，可得到一致的结果。经过干预后，大学生感知

到自身性格的优势面，再次审视和提取自己的内在优秀品格，学会运用自身优势，以更积极的心态和方

式应对事件。与他人关系分维度得分提高，大学生在觉知到自身的性格优势后，能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社

会支持，同时，这也对心理成长起着推进的反作用：更能在事件中意识到关系的重要性，以更积极的眼

光看待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从中得到支撑。个人力量得到提升，是觉察个体优势的结果。24 种性格

优势从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节制和精神卓越 6 种美德中延伸，是从属于个体本身的积极能量。大

学生在性格优势干预中了解到自己的 top5 性格优势，并由此巩固了自尊，提高了自信，内心也因此而变

得更加强大；精神变化分量表得分提高，学生在干预后更能关注到事件背后的积极情绪与影响，运用自

身的力量面对问题，并有可能感受到希望的力量和触发更高层次的信仰，改善精神状态；再之，对性格

优势的察觉和尝试运用促进了学生对生活的欣赏，改善了生活体验，学会以积极的态度和应对方式面对

问题，更充分、轻松地过好每一天。 
心理成长得分中新的可能性量表得分没有显著提升。新的可能性维度更多探索的是创伤或挫折后的

转变与机遇，这更多地与经历创伤或挫折后的新的改变相关，也与性格优势的灵活运用密切相关。Tedeschi 
& Calhoun (1996)也在创伤后成长量表的研究中指出，创伤后成长一定程度上与乐观及外向性有相关性，

这种固有的性格优势如果在挫折或创伤性事件前存在，在事件后会相对不变。性格优势干预只是引导学

生察觉已经存在的性格优势以更好地面对挫折及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但作为大学生，积极的人格品

质仍处在建构阶段，遵循动态性原则(耿希峰等，2020)，对于运用哪种和如何运用性格优势存在无数种可

能性，想获得新的可能性，不仅需要大学生对现有性格优势的觉察和感知，还需要尝试去应用自己的性

格优势，即进一步去利用、实践与发展。 

4.2. 性格优势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 

经过干预，大学生获得了更多的积极情绪，幸福感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与周雅，刘翔平(2011)的研究

结果一致：绝大多数性格优势都与主观幸福感有着高度显著相关。干预可以显著提升大学生自身的人格

力量以获得积极成长的心态，促进个体的意义感、增加幸福感。 
大学生在干预后抑郁水平有小幅度的提升，但还远未达到评定抑郁的标准。这与李姝(2015)的研究中

指出的“24 项性格优势均与抑郁水平呈负相关”似乎背道而驰。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达到抑郁倾向

指标的界值为 10 分，达到抑郁高风险指标的界值为 17 分，因资源有限可采取 17 分作为抑郁评定指标，

本研究沿用后者。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有二。其一，相关研究指出，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并不等同于两极

概念，消极情绪有利于示警个体障碍、增强积极情绪与维持心理殷盛，适当的消极情绪对幸福有积极效

果(王凯，叶浩生，2020)，这与幸福感提升的干预结果相一致。在进行性格优势干预的过程中，这种适度

的消极情绪作为积极情绪的推动作用，是学生重新面对过去的创伤或负性事件的反映，是关注到负性事

件后的积极经验的提示，学生因此获得了成长的力量。其二，成长的力量本身以更深层的反思为基础之

一，反复思考直接影响抑郁水平(史晓婷等，2010)，干预引发大学生对自身优势性格构造和对过去经验的

反复思考，从而诱发抑郁水平小幅度提升。性格优势干预作为一种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的积极的心理干

预活动，把这种抑郁感的增长控制在可调节的范围内，避免进一步扩散与延伸，实现干预目标。但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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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干预对抑郁感的影响机制和调控尺度，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研究。 
综上，性格优势干预可以有效地从个体自身获得人格动力和与挫折搏斗的勇气，更好地接纳自己与

他人，推进对自身的有效思考，关注与调节成长中的积极体验与情绪，以提升生活质感和幸福感、实现

身心的向阳成长。 

5. 结论 

1) 性格优势干预对大学生的心理成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改善大学生与他人的关系、增进个人力量、

推动精神改变与增加对生活的欣赏。 
2) 情绪受性格优势干预影响，经过干预后的大学生幸福感增加，抑郁水平也在可控范围内小幅度增

长，推动积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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