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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研究３０年:回眸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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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３０年来,心理素质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重

要决策依据,已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文献分析发现,心理素质研究正面临研究进展缓慢、不够深入

等“瓶颈”问题,尚难以满足心理素质培养研究和实践的现实需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回顾心理素质研究３０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和反思其特点与趋势,既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现实需

求,又是推动深化心理素质研究的必然选择.文章从心理素质研究的基本概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功能价值、培育策略、整合与分化等方面进行了回顾与评析,以期为系统总结心理素质研究,促进心理素质

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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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suzhi)是我国素质教育背景下诞生的本土化概念,是心理学中国化研

究进程中的重要研究领域.近３０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为教育行政部门

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２０１２年修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

见»都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定位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美国«学校积极心理学手

册»(第二版)也对我国的青少年心理素质研究进行了专题介绍,称是在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中国学校

积极心理学研究.心理素质研究已在国外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文献分析发现,学术界对心理素质

的概念和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迄今未能达成共识[１Ｇ２],从理论上尚难以满足心理素质培养研究和实

践的现实需要[３].心理素质研究正面临进展缓慢、不够深入等“瓶颈”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

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４Ｇ５].回顾心理素质研究３０余年的发展历程,总结和反思其特点与趋

势,既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又是推动深化心理素质研究的必然选择.文章在客观分析

心理素质研究３０年来主要成果的基础上,从心理素质研究的基本概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功能价值、培育策略、整合与分化等方面进行了回顾与评析,以期为系统总结心理素质研究,

促进心理素质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心理素质研究的基本概况

心理素质研究历经３０余年的发展,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文献.我们在 CNKI学术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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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在线访问,以“心理素质”为篇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三个较权威的数据库中搜索,共检索到５９２５篇

文献,三个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文献数及所占比例分别为:５７９３篇,占９７．７７％;１０９篇,占１．８４％;２
篇,占０．０３％.其中刊登在有关教育和心理期刊上的文献有５４２４篇,占文献总数的９１．５４％.

从文献数量及发表年度看,具体分布如下: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共２９篇;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共１１１篇;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共２７２篇;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共１０５２篇;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１５４１篇;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共

１７３１篇;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共１１６８篇.可以看出,心理素质研究的成果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

是１９９５年以后,心理素质研究进入了明显的增速期.
综合分析,我国心理素质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１)萌芽阶段(１９９６年之前).这一阶

段心理素质研究刚刚起步,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的十多年时间里,学术界的文献数量仅

有４１２篇,占目前总文献数的６．９５％.(２)接纳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此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心

理素质研究的文献数量快速增长,虽只有５年的时间,但其发表的文献数量已达１０５２篇,约占心

理素质总文献数的１７．７５％.此阶段最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张大均等人于２０００年发表的论文«关
于学生心理素质研究的几个问题»,截至目前已被引用３０２次.该篇论文对推动学术界接纳心理素

质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３)认同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此阶段最显著的特

征是心理素质研究领域出现了被广泛认同的文献,最具影响的成果是樊富珉等于２００１年发表的论

文«北京大学生心理素质及心理健康研究»,截至目前已被引用２７８次;２００２年张大均发表的论文

«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全心理素质»,截至目前已被引用９６次;２００３年张大均发表的

论文«论人的心理素质»,截至目前已被引用７９次.诸多文章的高被引用率说明心理素质的研究成

果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４)分化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此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学术界对

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成分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呈众说纷纭之势,不同学段学生、不同职业群体

的心理素质研究趋热.(５)整合阶段(２０１１年至今).此阶段显著特征是,学术界开始系统梳理心

理素质研究体系,深入剖析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标本关系,产出了系列整合研究的成果[４Ｇ５].此

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２０１４年７月于重庆召开的中国人心理素质研究战略规划研讨会,此次会议首

次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规划了心理素质整合研究的技术路线与协作机制.

二、心理素质研究的对象

心理素质研究是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本着面向全体学生、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开展

的,因此心理素质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学生心理素质既是学校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又是心理素质研究的主要对象.心理素质领域的研究对象,初期仅为学生群体,尤其是中

学生.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针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迅速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心理素质研

究的对象逐步从学生群体拓展到教师[６]、护士[７]、军人[８]、演员[９]、运动员[１０]、领导干部[１１]等群体.
总体看,心理素质研究的对象呈现出两条主线:(１)纵向上,由中学生向大学生、小学生、学前儿

童扩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覆盖学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学生心理素质研究体

系,并且有学者编写了学生(含幼儿至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系列教材[１２].(２)横向上,由学生群体

向教师等职业群体扩展.其中除了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较为成熟外,军人心理素质、教师心理素质研

究也颇具规模,尤其是第三军医大学冯正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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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心理素质研究的内容

心理素质研究初期(萌芽阶段),研究者侧重于探讨心理素质及其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前提

性问题,随后(接纳阶段)逐渐重视对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目的、要求、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并



积累了较多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前后心理素质的研究多数是围绕这些

理论性问题开展的.随着心理素质教育重要性的显现,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积极开展心理素质教育

比研究心理素质本身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心理素质研究进入认同的发展阶段.因此,进入２１世纪

以来,心理素质教育研究倍受重视并取得了较多优秀的科研成果.部分学者对心理素质教育的实

施模式[１３]、过程整合[１４]、阶段衔接[１５]、教育设计及实施策略[１６]等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从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心理素质教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我国学校开展心理素质教育提供了一定

的参照.２００４年前后,心理素质研究进入“百家争鸣”的分化阶段,研究者针对不同学段学生、不同

职业群体的心理素质特点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对心理素质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运用的认识、观点趋

于多样.由于长期来,心理素质概念、结构等基本理论一直未达成共识,心理素质及其教育逐步出

现了研究进展缓慢、不够深入等瓶颈,亟待整合已有研究成果,深化现有研究体系,心理素质研究逐

步进行了“整合深化”的研究阶段.
总体看,心理素质研究的内容可概括为心理素质重要性、必要性的理论探讨,心理素质概念和

结构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支持,心理素质测量工具的研制与施测,心理素质教育及培养的方式和途

径.这些研究内容始终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即“心理素质在学生综合素质中起什么作用”、“心理

素质教育如何促进素质教育实施”,呈现出从侧重理论探索、注重实践运用向深化整合过渡的特点.

四、心理素质研究的方法

方法是行动的先导,梳理心理素质研究的方法路径,可窥心理素质整个研究脉络.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心理素质研究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多采用文献分析、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

建构等质性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思辨的成分较多,多为一家之言,缺少实证研究支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心理素质的实证研究受到重视,开始侧重访谈法、问卷调查、自然实验、
实验室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注重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这一时期现代教育统计

也运用于心理素质研究实证材料的处理,其中多元统计、结构方程等高级统计研究方法的引入,为
心理素质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２００１年以来,心理素质的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发挥实效,如编

制心理素质问卷[１７Ｇ１８],进行心理素质特点调查研究[６,１９Ｇ２０],开展心理素质的内隐观研究[２],有的还结

合团体咨询[２１]、团体辅导[２２]、素质拓展训练[２３]、语文学科教学渗透[２４]及思想品德学科教学渗透[２５]

等方式开展心理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目前,心理素质研究的方法愈发呈现出注重理论研究与实

证研究相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并举的发展趋势.

五、心理素质的功能价值

心理素质作为人们素质结构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生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发

展水平,又制约这两种素质的发展,起中介作用[２６].心理素质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维护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开发学生潜能和促进心理发展,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塑造完整人格

以及提高学生适应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３].围绕心理素质的功能价值,学者们进行了多角度

探讨.张大均等运用自主开发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对小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进

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学生的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成高度的正相关[２７];江琦运用自主开发的系列

工具,对大中学生的考试心理素质、考试心理问题和考试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研究发现,考
试心理素质是考试心理问题影响考试绩效的中介变量[２８];冯正直等采用实证的方式研究了心理素

质训练对军人应对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心理素质训练能改善军人的应对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２９];张大均等构建了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关系模型,该模型指出心理素质水平与心理健康程度

呈正相关,即内在心理素质调节外部刺激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持续的心理健康状态又

会内化或强化并提升个体相应的心理素质[５];汪达丽等结合生物化学课的特点,研究分析出了教师



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对教育教学产生积极影响[３０].
迄今对于心理素质功能价值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理论上,自

心理素质诞生至今已有众多的讨论,其中“心理素质在个体素质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起中介作用”
的基本观点已成共识.实证研究目前才初露端倪,主要是针对不同群体(学生、军人、警察、教师等)
进行的,对学生心理素质功能价值研究居多,其重点是围绕学生的学业成绩、考试绩效等进行的.

六、心理素质的培育策略

心理素质研究的终极目的是科学、有效提升研究对象的心理素质.自心理素质研究伊始,即有

研究者对心理素质的培育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辨性的阐述.随着我

国素质教育的大力推进以及心理素质研究的不断深化,心理素质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清晰,众多学

者对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测评工具等进行了以实证支撑为依据的科学研究,对现实中心理素质

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有了量化评估,这一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心理素质培育策略的针对性、主动性

和有效性.培育策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素质培育的模式、评价体系、途径等方面,目前已

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实际开展心理素质培训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如李薇等认为

学校体育由于其特殊的形式和多功能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培养途径和方

式[３１];林少真等认为团体咨询对于促进成员的某些人格品质的发展,优化心理素质是有效的[２１];张
大均等开展了探索教学心理规律开展心理素质教育的研究[３２];张大均等对心理素质教育设计的依

据、具体原则、教育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讨论[１６].
截至目前,心理素质培育策略的研究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并呈现出两个规律:首先,培育

策略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尝试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早先的培育策略除了理论性的阐述外,无非

是传授知识、开展讲座等,始终可以看到应试教育的影子.如今心理素质培育策略趋于采用调查评

估[６,２０]、团体咨询[２１]、团体辅导[２２]、素质拓展[２３]、学科教学渗透[２４Ｇ２５]、行为训练[３３]、课程体系构

建[１３,１５,３４]等新颖的方式和途径开展心理素质的干预研究.其次,培育策略的研究更加侧重提高大

学生的心理素质.自２０世纪末我国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的规模不段扩大,但同时大学生群体中

的自杀或自残等心理危机事件也频繁发生,最典型的案例有２００４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国

家教育行政等部门相继联合下发了«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２００５〕１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教思政厅〔２０１１〕１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教思政厅〔２０１１〕５号)等政策文件,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得到空前重视.

七、心理素质研究的整合与分化

心理素质研究肇始于我国素质教育背景,因此,开展心理素质研究之目的,一方面是为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服务.另一方面,提升学生的素质水平,虽是全面提升国民素

质的基础,但提高国民素质必须着眼于提升全民的素质,尤其国民的心理素质.在１９９６年之前,我
国研究者主要围绕心理素质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１９９６年之后,尤其是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学

者主要围绕学生(青少年)心理素质的结构成分进行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表明,人的心

理素质既有共同性更有差异性.基于此,不少研究者采取整合与分化相结合的取向,一方面致力于

对心理素质研究的整合,另一方面致力于心理素质研究的细化.心理素质研究的细化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对青少年学习成长等具体方面心理素质的具体化研究.如江琦、张大均等人对大中

学生的考试心理素质及其发展特点进行了研究[２８];张大均等人从创新教育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青

少年的创造心理素质进行了探讨[３５];韩力争对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的分析[３６];张大均等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素质的探讨[３７]等.二是对不同职业人群特殊心理素质的研究,如张旭对中小学教师的心

理素质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６];张俐等对护士的心理素质概念和成分进行了质性与量性研究[７];冯
正直等对军人心理素质及其训练进行了持续性研究[８,２９,３３];另外还有对演员、运动员、领导干部的

心理素质进行了相关研究.心理素质研究的不断细化,反映了我国心理素质研究整合与分化相结

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行不悖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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