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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素质是个体在应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压力、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的积极乐观

心态和问题解决能力。其对于个人成长、发展以及社会进步至关重要。该研究对近年来国内外

有关心理素质的研究进行综述，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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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quality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mindset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when coping with pressur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life, learning, and
work. It is crucial for personal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quality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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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素质研究的研究背景主要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个体

心理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

剧，人们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良好的

心理素质，如情绪管理能力、压力承受能力、自我调节能力

等。这些心理素质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重要影响。

1 心理素质研究的意义

提高个体适应能力：心理素质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

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提高自我调节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1]。

促进个体全面发展：[2]心理素质研究不仅关注个体的智

力和技能发展，也关注个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

通过心理素质的培养，可以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在教育教学中，心理素质的培养是

非常重要的。通过心理素质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动力，提高教育教学效果[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心理素质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自

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提高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4]。

2 心理素质概念发展

心理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

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意志力等多个方面。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心理素质的概念和内涵

也有所不同。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性格”

这一概念，认为性格是个体内在的本质特征[5]，包括勇敢、

谦虚、智慧等多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儒家学派也非常重视

人的性格修养，提出了“君子”的概念，认为“君子”应该

具备仁爱、忠诚、勇敢等多个方面的素质[6]。

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更加系统地研

究心理素质的概念和结构。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

姆斯提出了“心理健康”这一概念，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

在情感、认知和行为等多个方面都能够保持平衡和协调的状

态[7]。20世纪中期，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

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而满足这些

需求的过程就是心理素质的提升过程[8]。

现代素质概念是一个发展性概念，主要是指在先天的生

理基础上的前提下，机体通过环境和教育的作用逐渐发展，

并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或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基本的、

具有衍生功能的品质[9]。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

质是心理素质的三个基本维度[10]。其中心理素质介于前者与

后者之间，遗传，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经济水平，社会支持

等方面都会影响心理素质的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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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素质结构发展

心理素质的结构可以分为情感素质、认知素质和行为素

质三个方面[12]。情感素质主要涉及个体的情绪调节、情感表

达和情感体验等方面；认知素质则涵盖了个体的思维方式、

知识结构和信息处理等方面；而行为素质则关注个体的行为

表现、习惯养成和社交技能等方面[13-16]。

情感素质是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情绪调

节、自我意识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在情感

体验和表达上能够保持平衡和协调的能力，包括情绪识别、

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等方面[17]。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

认知和理解程度，包括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等方

面。情感表达则是指个体在情感体验和表达上的能力和水平，

包括情感表达的清晰度、准确性和适度性等方面。高心理素

质的大学生往往更擅长把自身相关的行为反应与正性情绪

相匹配。而低心理素质的学生移情能力更低，道德推脱水平

反而更高[18-23]。

认知素质是心理素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思维

方式、知识结构和信息处理等方面。思维方式是指个体在思

考问题时的方式和方法，包括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等方面[24-25]。知识结构是指个体掌握的知识体系和结

构，包括学科知识、跨学科知识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信息处

理是指个体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存储和使用等方面的能力，

包括注意力、记忆、推理和决策等方面。比如高心理素质的

学生往往情绪记忆能力强于低心理素质的学生。在归因方式

方面，高心理素质的学生也更倾向于积极归因，这可能有助

于其调节个人情绪[26]。

行为素质是心理素质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行为

表现、习惯养成和社交技能等方面[27-30]。行为表现是指个体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表现和习惯，包括自律、责任心、

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等方面。习惯养成是指个体在行为和习

惯上的养成和培养，包括良好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和学习

习惯等方面。社交技能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和沟通中的能

力和水平，包括沟通技巧、合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

高心理素质的学生适应能力更好，自尊更高，生活满意度也

更高。而低心理素质的学生往往会有更多的问题行为，更多

的拖延行为，更高的自杀倾向，更高的攻击性.，以及更高的

社交焦虑[31]。

有学者通过研究对大学生心理素质做出了更进一步的

划分，认为大学生心理素质结构是由 26个成分、10个因素，

3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杂结构模型。具体说来， 大学生心理

素质结构包含认知维度、个性维度和适应维度。其中，反映

性、创造性、实践性和元认知特性四个因素构成认知维度，

动力特征、情绪特征、意志特征和自我特征构成个性维度，

而适应维度由自我定向适应性和社会定向适应性两个因素

构成[32]。

4 心理素质机制研究

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了

遗传、环境和个体因素等多个方面。近年来，心理学家们开

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心理素质的机制，以期更好地理解和促进

个体心理素质的提升。

遗传因素是心理素质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基因和

表观遗传等方面。基因是指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其编码的

蛋白质和 RNA等分子可以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表

观遗传是指基因表达的调控和修饰，包括 DNA甲基化和组

蛋白修饰等方面。这些遗传因素可以影响个体的情感、认知

和行为素质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提高民族心理素质的其

中一个办法就是鼓励优生政策。

环境因素也对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皮亚杰是认知发展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儿童的心理发

展是通过与环境的交互过程来实现的，并提出了四个发展阶

段：感知运动期、前运算期、具体运算期和形式运算期。在

每个阶段，个体的认知结构都会发生质的变化。皮亚杰的理

论强调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积极构建知识的过程。维果斯

基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提出，认为个体的心理发展是在社会文

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强调语言和文化工具的作用。他认为，

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由外在指导到自我指导的过程，提出

了“最近发展区”的概念，强调教育和环境对儿童认知发展

的影响。综上所述，个体心理素质发展是个体通过活动以及

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使用言语为中介内化的一个过程，家庭

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属于环境因素。家庭环

境是个体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和经

济状况等都会对个体的心理素质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校环境

是个体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场所，教师的教学质量、课程设置

和校园文化等都会对个体的心理素质产生影响。社会环境是

个体生活和工作的大环境，社会价值观、文化传统和法律制

度等都会对个体的心理素质产生深远的影响[33]。

个体因素是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包括

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生理特征包括性别、身高、

体重、智力和身体健康等方面，这些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认知

和行为素质的发展。心理特征包括个性、情绪和动机等方面，

这些特征会影响个体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素质的发展。

5 心理素质研究展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心理健康的日益关注，心

理素质的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未来的心理素质

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和广泛，涉及更多的领域和人群，以期更

好地理解和促进个体心理素质的提升。目前大多数国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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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以横向研究为主，较长的纵向研究也只有一年[34]，未

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多的纵向研究跟交叉研

究设计，对心理素质发展在每个年龄段的具体特点进行更深

入、更细致的探索，为之后设计心理素质提升方案奠定基础。

首先，未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将会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合作

和交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

科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的合作和交流。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心

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应用研究成果

来促进个体心理素质的提升。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把研究对

象定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未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可能会选择

更多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种类的人群。

其次，未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将会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和应

用研究，包括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等。

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人群和不同情境下的心理素质状

况，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心理素质提升方

案。其中也包括如何使用拓展训练等方法提升特定人群如军

人、学生等的心理素质水平，提升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水平。

现阶段的大部分心理素质拓展训练都是短期训练，尽管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心理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

学者认为，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应该跟长期教育结合在一起，

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6 结语

最后，未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将会更加注重个体差异和个

性化服务，包括个体化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等。这样可以

更好地根据个体的心理特点和需求来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素

质提升服务，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的提升。 目前的研究大多数围绕某一特定人群开展，缺乏

对个体差异的关注。未来的心理素质研究可能会在现在的基

础上在个体差异上做出突破，帮助个体心理素质更好地发展。

在心理素质的研究中，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为理解心理素质

的形成和发展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学基础。近年来，神经

科学的进展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心理素质与大脑功能

之间的关系。例如，研究表明，情绪调节与前额叶皮层的活

动密切相关，而前额叶皮层在自我调节和决策过程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此外，神经可塑性理论指出，个体在学习和适应

过程中，神经连接的变化可能影响其心理素质的发展。这些

研究为心理素质的提升提供了神经生物学的视角，为之后的

心理素质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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