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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多数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模式设

计教学大纲和安排教学内容。根据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心理学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以提升个人生活品

质、开发个体固有潜能、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文章以积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学科和

流派为理论依据，根据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认知和个性特点，通过第一课堂教学和团体训练等教育模式，提

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乐观倾向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

能显著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和乐观主义倾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堂可以作为大学生创新

素质培养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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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

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创新型

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

中心环节，对其它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
大学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力军，提升大学生的创

新意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建设创新型城市，

对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在未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核

心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创新素质是由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基础

( 创新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以及外部条件( 所处

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社会心理环境和

实践条件等) 协调作用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形

成的一种整体素质。［1］国内学者姜喜双在因子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心理素质由三个因素组成，分别

是创新意识、创新人格和创新能力。［2］

大量的研究表明，创新素质并非是一种智力因

素，而是一种性格特征，是一种综合素质。在人的创

造性活动中，非智力因素往往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比如: 意志力、自信心、控制情绪、人际关系、团队精

神、自我激励、思考方法等。［3］现有的高校课程教学

体系多以学科教育为主，强调知识、技能等智力因素

的培养与开发，重理论、轻实践和重传授、轻启发等

问题比较突出。目前高校普遍开设有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也涉及到自我意识、社会

适应、情绪调节、人际关系等，但普遍存在重知识、轻
体验的教学误区。此外，传统的以问题心理为导向

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强调的是消极情绪调节、不良

人际关系的处理以及各类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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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心理学界兴起了一股新

的研究思潮———积极心理学 ( Positive psychology ) 。
按照积极心理学创始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
塞利格曼的说法:“心理科学原本应该有的三项历史

使命是: 治疗精神疾病; 使人类生活更加充实，富有

意义; 鉴别并培养有天赋的人。”［4］积极心理学研究

的重点在于对个体自身固有潜能的开发，培育个体

的积极心理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创新素质教育

的基础，将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将创新素质培养的重点放在人的积

极品质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上，势必会对大学生的创

新素质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健康心理学

等学科和流派为理论依据，根据高职院校大学生的

认知和个性特点，通过第一课堂教学和团体训练等

教育模式，证明积极心理学课程对大学生创新能力

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创建创新型城市打下坚实的人

才基础。本研究假设如下:

H1: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对于提升高职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H2: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能提升高职大学生的乐观主义倾向。

二、研究方法

( 一) 实验设计

采用单组前后测准实验设计，对实验班学生实

施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健康教育课程和团体心理

训练，其自变量为积极心理学健康教育，因变量为创

造力倾向和乐观主义倾向。
( 二) 研究对象

以某高职院校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

两个不同专业的班级作为实验班，共计 113 人，其中

男生 75 人，女生 38 人，平均年龄为 19． 43 ± 1． 05 岁。
( 三) 实验内容与程序

1． 实验内容

基于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制订教学大纲和教学

计划，并制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件。授课

内容以积极心理素质培养为主，包括积极情绪、希望

和乐观、积极自我、和谐人际关系构建等章节，并在

课程中穿插一系列立足于学生身心特点的团体心理

训练活动，如表 1。

表 1 积极心理学教学课堂设计

序号 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1 课堂讲授 积极心理学健康教育概论。 让学生明白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念和导向，明确此
次教学实验的目的和意义。

2 活动讨论
通过“大风吹”“同舟共济”“红色轰炸”等一系列
团体活动，让学生熟悉起来，同时对新环境有一
个积极的感受。

让学生从他人的积极视角中重新感受自己，建立人
际交往的信心，同时体验以积极的视角对待他人的
感受。

3 课堂讲授
构建积极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构建
积极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让学生在认知上理解积极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学
会积极地与人交往的方法。

4 活动讨论
通过“自我寻宝”“我的五样”“自我肯定”等活动
让学生去积极地审视自己。 让学生积极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感受幸福。

5 讲座
压力与挫折的理论; 压力与挫折对个体成长的积
极意义。

让学生积极地看待生活中遭遇的压力与挫折，学会
积极地面对压力、释放压力、应对挫折。

6 活动讨论
通过“我的情绪晴雨表”“哑口无言”“我的情绪”
“情绪 ABC”等活动去感受情绪对我们的影响，理
解情绪。

引导学生深入探讨自己的情绪及产生的原因; 学习
情绪 ABC 理论; 学会有效调节自己的情绪。

7 课堂讲授
讲述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特点，阐述学习对
个人成长和健康的意义。 以积极的态度和视角重新认识学习。

8 活动讨论
通过“成长三步曲”“原生家庭”“成长的代价”
“为什么会这样”等活动去感受成长。

让学生感受成长，以积极、感恩的心态去重新审视和
体验自己的成长，进而提高自己的自决能力。

9 课堂讲授、
讨论

观看《垂直极限》的截取视频; 讲述生命和成长的
历程和意义; 重新审视和感恩拥有; 感谢同学的
陪伴; 总结。

让学生以积极和感恩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过去和生
命中出现的人，重新体验同学、室友、朋友对我们的
意义，学会感恩和感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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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程序

第一步: 实验前测。对实验班的学生进行“威廉

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和“乐观 － 悲观量表”测验。
第二步: 实验实施。采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心

理健康教育课对实验班进行为期 4 个月的课堂教学

与行为训练，教学形式包括课堂讲授、讨论、角色扮

演、作业分析和团体心理训练等，平均每周一次，每

次 2 节课。
第三步: 实验后测。对实验班学生进行第二次

“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和“乐观—悲观量表”
测验，与实验前测进行比较分析。

( 四) 实验工具

1． 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5］

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由英国心理学家威廉

姆斯于 1980 年编制，意在考察被试者是否具有好奇

心、独立性、自信心等创造性的个性和特点，后经我

国台湾学者林幸台重新编订。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且广泛应用于对青少年创造性倾向的测

验。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验共有 50 道题，包括冒

险性、好奇心、想像力、挑战性四个方面，分数越高，

创造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 873，信度较好。
2． 乐观 － 悲观量表中文版( OPS － C) ［6］

该量表英文版由美国 Cincinnati 大学 Dember 等

人编制，徐远超等人在此基础上修订编制中文版。
量表由 56 个条目组成，包括 18 个乐观条目，18 个悲

观条目以及不计分数的 20 个干扰条目。采用四级

评分，总分由乐观反向计分加上悲观分合计而成，总

分越高表明被试乐观倾向越明显。全量表、乐观维

度和 悲 观 维 度 的 Cronbach’s 系 数 分 别 为 0. 819、
0. 791 和 0． 751，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对被试者进行实验

干预前后测，在实施测量的过程中统一指导语，测试

结果采用 SPSS20． 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 一) 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前后测结果差异性检验

对实验班 113 名被试者进行一个学期的积极心

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并在学期初和

学期末进行前后测，对结果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

果显示在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测验分数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 见表 2) 。

表 2 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前后测分数差异性检验

前测数据
( N =113)
( M ± SD)

后测数据
( N =113)
( M ± SD)

t p

103． 73 ± 10． 95 107． 04 ± 11． 83 － 2． 218* ． 029
注: * p ＜ 0． 05

( 二) 乐观 － 悲观量表前后测结果差异性检验

对实验班课程教学干预前后的乐观 － 悲观量表

测验结果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经过一个学期

的积极心理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后，被

试者的乐观程度有明显提高( 见表 3) 。
表 3 乐观 － 悲观量表前后测分数差异性检验

前测数据
( N =113)
( M ± SD)

后测数据
( N =113)
( M ± SD)

t P

99． 71 ± 10． 76 103． 30 ± 9． 62 － 2． 362* ． 020
注: * p ＜ 0． 05

四、讨论与结论

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内容也都大同小异，归纳起来

基本上包含以下章节: 大学新生入学适应、挫折心理

应对、自我意识、人际关系、学习心理、情绪调节、爱

情和性心理、网络心理等，［7 － 10］普遍存在过于强调教

学内容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学科理论化、知识化倾向

明显，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更多应该是一种体验性、
以学生为本位、回归现实生活的课程。［11］传统的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多数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模式设计教学大纲和安

排教学内容。根据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心理学

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以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开发个体

固有潜能、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为目标。因此，我们在

实验组的课程教学内容中安排了团队融合、创建良

好人际关系、积极悦纳自我、希望和乐观、主观幸福

体验等内容。教学形式以活动式、体验式教学为主，

打破传统意义上师生之间的身份界限，创建平等互

动的课堂氛围。对两个实验班的学生经过一个学期

的教学后，我们发现在创造力倾向测验中的得分和

乐观倾向的得分均有显著提升。创新素质更多的与

个体的非智力因素有关，创新素质的培养就是要以

创新精神、创新人格、创新知识体系等内容为主旨，

引导大学生从全面发展的角度，开展有针对性的学

习实践活动，达到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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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积极的个性心理因素中，乐观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面。创新思维意味着要打破个人固有的观念

和知识体系的束缚，潜在失败的风险会让人产生焦

虑和抑郁感; 而乐观能让人更多的看到好的方面，所

导致的乐观偏差会让个体判断自己的风险要小于判

断他人的风险。［13］通过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课程

学习与体验，学生能够培养积极的个性，锻造良好的

抗压能力，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锻炼发散性思维能

力，树立乐观的心理预期等，这些都是培养大学生创

新素质的必备前提。据此，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

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能显

著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 二是基于积

极心理学理论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能显

著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乐观主义倾向。

五、不足与展望

第一，由于该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分

批次面向大一新生开课，受课题研究时间所限，只能

在下半学年的大一新生中抽样进行实验干预。而该

批次授课均为理工科专业，这对于被试样本的学科

代表性和性别比例均有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到研究

成果的可推广性。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平衡

被试群体的文理科比例和性别比例，提升抽样样本

的代表性。
第二，创新素质教育的开展要有持久性，要在已

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突破，最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

的创新素质教育体系。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对实

验班的被试者进行追踪研究，观察在停止接受积极

心理学健康教育课程后其创造力倾向是否会发生变

化，同时可以对被试者毕业后的职业和工作业绩进

行分析，以评估创新心理素质教育对其工作绩效的

长期影响。
第三，教育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师自身如

果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可能培养出具有良

好创新素质的学生。因此在构建高校创新素质教育

体系的过程中，应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培训，

提升教师自身的创新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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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sthesia Effect Observation
of Articaine on Maxillary Teeth with Acute Pulpitis

LI Zhou － sheng，ZENG Qian

( School of Medicine，Hubei polytechnic institute，Xiaogan ，Hubei 43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nesthesia effect of 4% articaine and 2% lidocaine on maxillary teeth
with acute pulpitis． Methods: 78 patients with acute pulpitis caused by caries or cracked teeth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d the postoperative anesthetic effect were compared: 4% articaine was used to teeth for local infiltra-
tion anesthesi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 lidocaine was used to teeth for block anesthesia and infiltration anes-
thesia in the control group． Ｒesults: The anesthesia effect of articaine ( 90% )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lido-
caine＇s ( 63% ) ，especially in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premolar teeth． Conclusion: The anesthesia effect of articaine
was better than lidocaine＇s and thus wa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articaine; lidocaine;



acute pulp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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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Creative Quality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CHENG Jian － wei，YAN Jian － xiong，YANG Sen

(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henzhen，Guangzhou 518172，China)

Abstract : The syllabus and teaching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was designed
by " propose － analysis － solve" problem － based model． According to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the psychol-
ogy research should raise life quality，develop potentiality and achieve the self － actualization． Based on multiple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various schools such as positive psychology，cognitive psychology，health psychology theo-
ry，the author focuses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group training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conscious-
ness and optimist tendency according to their cognitiv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t turns out that psychologi-
c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can promot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optimist tendency sig-
nificantly and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evelop students＇ creative quality as well．

Key words: positive psychology;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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