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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既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推进素质教

育的必然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

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为我们在新形

势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2012年新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

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这让我

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体现以人为本、以
学生为本的具体措施;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小

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是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实现中国

教育梦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和各地中小学校按照教育部的统一

部署,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

法,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在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支持下,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与研究中心、重庆市教育学会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根据《纲要》提出的

“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协调发展”的工作方针,认真引导和服务全市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发展,积极开展了多项丰富多彩、具有实效的心理健康教

育教研活动。2012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纲要》精神,进一步总结和推广

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取得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重庆市教育学会心理健

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2012年重庆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本书就是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择优选出的成果集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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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收录论文53篇。上编为理论研究篇,有25篇论文,

主要是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论述;下编为实践探索篇,有28篇论文,收录的

是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调研报告、实践研究、辅导案例。53篇论文中,有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分析5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6篇,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化队伍建设4篇,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养成及危机干预理论与方法17篇,单亲

留守儿童或农村学生心理问题12篇,关注残疾学生问题3篇,心理健康与其他

学科渗透研究5篇,社区合作研究1篇。

本书特色在于:

1.较好地反映了当前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本书收录论文内容丰富、观点

鲜明,聚焦了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重点、难点问题,包括积极心理品质养成,

危机干预,单亲、留守、残疾等特殊学生心理问题等,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有借

鉴和启迪价值。

2.较好地总结了重庆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成果。一方面

反映了近两年重庆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另一方面反映了

作者的学术观点、理论水平和最新研究成果,较客观地反映了重庆市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总体来说,论文质量较以前明显提高,领域有所扩

大,这充分证明重庆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3.论文作者所关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惑给予我们警示。我们深知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会,通过论文集进行学术交流,加
强同行之间的理解、协作,相互促进,共同努力,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方法和理论

观点上不断创新,有助于促进我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新台阶。

尽管我们发自内心地想做好本书从征稿到出版所有环节的工作,但因时间

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同时,作为学术论文集,本书旨在博各家

之长,并不苛求观点一致。作为学术论文集,原则上实行文责自负。不足之处,

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理解,并不吝赐教。

编者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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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善行与主观幸福感干预研究

李廷黎①











 











  摘 要:以重庆某一重点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为被试,通过“做好事”实施主观幸

福感的干预,尝试提高中学生们的主观幸福感。实验设置1个善行组、1个事件组和1
个自然组。研究持续7个星期,每个被试分别接受了3次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和

自尊水平的测试。对实验结果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群体

中,做好事是一种有效的幸福感干预方式,能有效提高中学生的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

度水平和自尊水平。
关键字:高中生;善行;主观幸福感;干预

一、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主观评价,包含积极情感、低
水平的消极情感、总体生活满意度以及重要领域的满意度②。主观幸福感高的人会体验到较

多的积极情感、较少的消极情感,并且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更高的满意感。
心理学家尝试用一些干预幸福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从而促成积极的个人和

社会结果。Fordyce采用如花时间进行社交、着眼于现在、停止担忧和进行积极思考等14种

干预技术,并发现他们能有效地提高主观幸福感③④。Lyubomirsky等人提出了一种持续幸

福模型,系统讨论了如何持续提高主观幸福感⑤,根据影响幸福感水平的三个因素———设定

点、生活环境和意向性活动,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意向性活动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

感。MartinSeligman等人关于“品质强项和美德分类系统”⑥指出可以从个人特征强项的角

度进行幸福感的干预,从而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Sheldon等人提出以自我协调动作为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廷黎,重庆市涪陵区实验中学。

DienerED.Guidelinefornationalindicatorsofsubjectivewell-beingandill-being[J].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

2006,7(4):397-404.
FordyceM W.Developmentofaprogramtoincreasepersonalhappiness[J].JournalofCounselingPsychology,

1977,24(6):511-520.
FordyceM W.Aprogramtoincreasehappiness:Furtherstudies[J].JournalofCounselingPsychology,1983,30

(4):483-498.
LyubomirskyS,SheldonKM,&SchkadeD.Pursuinghappiness:Thearchitectureofsustainablechange[J].Re-

viewofGeneralPsychology,2005,9(2):111-131.
SeligmanMEP,SteenTA,ParkN&PetersonC.Positivepsychologyprogress:Empiricalvalidationofinterven-

tions[J].AmericanPsychologist,2005,60(5):4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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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干预方案与被试之间的匹配程度的定量指标①②,表明个体从事某一行动是出于自身的兴

趣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外部压力所迫的这种情况下,更为自觉更为积极地完成分配给他的干

预任务,从而能够从干预活动中得到幸福感的最大提升。有许多研究都表明,自尊与主观幸

福感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于青少年,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总体自尊呈中等程度的相关③,自尊

是幸福感的一个最有力的预测因子④。
许多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满意度比其他生活领域满意度低时会导致学业不良、

退学等负面性后果。⑤ 因此,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非常值得研究。培

养青少年快乐、幸福的心态,提高其对生活各个领域的满意度,令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心理

状态,无疑会对改善和提高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促进身心的健康成长

具有积极的意义。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干预研究较少。本文

旨在论证主观幸福感干预研究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效果,找到适合提高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

方法,探讨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干预效果的因素,为积极心理学理念注入中学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方法

(一)实验被试

以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高中一年级4个平行班级为被试,共193名,其中男生63名,女生

130名,年龄15~17岁。分别以班级为单位将他们分到1个善行组(65人)和2个对照组(事件

组64人和自然组64人)。整个干预过程中,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段以班级为单位对被试进行

了三次测试。将三次测试数据和编号都完整无误的问卷纳入分析统计。有效数据:善行组56
人,事件组45人,对照组39人。实验数据利用SPSS17.0中文版进行统计和结果分析。

(二)研究量表

总体幸福测验量表⑥,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1;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⑦,内部一致性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heldonKM,&ElliotAJ.Goalstriving,need-satisfaction,andlongitudinalwell-being:TheSelf-Concord-
anceModel[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9,76:482-497.

SheldonKM,&LyubomirskyS.Howtoincreaseandsustainpositiveemotion:Theeffectsofexpressinggratitude
andvisualizingbestpossibleselves[J].TheJournalofPositivePsychology,2006,1:73-82.

GilmanR,HuebnerESA.Multimethodinvestigationofthemultidimensionalityofchildren'swell-beingreports:

discriminantvalidityforlifesatisfactionandself-esteem[J].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9,46(1):1-22.
FurnhamA,ChengH.Perceivedparentalbehavior,self-esteemandhappiness[J].SocialPsychiatricEpidemiology,

2000,35:463-470.
HuebnerES,DraneW,ValoisRF.Levelsanddemographiccorrelatesofadolescentlifesatisfactionreports[J].

SchoolPsychologyInternational,2000,21(3):281-292.
[美]索尼亚·柳博米尔斯基.幸福多了40%[M].闻萃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7-49.
PavotW,DienerED.Reviewofthesatisfactionwithlifescale[J].PsychologicalAssessment,1993(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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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α=0.83;自尊量表①,内部一致性系数α =0.87;个性—活动匹配诊断量表②,内部一致

性系数α=0.84;任务完成度评估量表(自制),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8。

(三)研究方法

1.前测

前测问卷由总体幸福测验、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和自尊量表组成。问卷回收后,依次到

各班上宣讲积极心理学理念,实施干预方案,并发放“幸福实验包”。“幸福实验包”包括幸福

账本、知情同意书、承诺书以及实验指导语。选择每班班长作为“幸福联络员”,督促同学们

认真完成实验任务、回收幸福账本和实验问卷。

2.干预方案

对于善行组,要求同学们自发去做好事,并且把做的好事记录在幸福账本上。事件组作为

对照组,要求同学们在幸福账本上记录生活中的琐事。自然组只对他们做了前测,并发放幸福

账本,无实验任务。在干预实验进行的第5周进行第二次后测。后测问卷由任务完成情况自

评量表、个性—活动匹配诊断量表、总体幸福测验、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自尊量表组成。

3.第三次测试

在干预实验的第7周开始第三次后测,第三次测试问卷由总体幸福测验、总体生活满意

度量表和自尊量表组成。同时,回收幸福账本,并对同学们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行1~6等级

评分。

三、结果

(一)幸福感前测

第一次测试用于比较3个组的幸福感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是否有显著差异。以主观幸福

感水平和总体生活满意度为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3个实验组之间总体幸福感

(F =1.14,p >0.05)和生活满意感(F =1.26,p >0.05)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其中,总体

幸福感与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显著相关(r=0.55,p <0.01)。

(二)幸福感后测

继第一次测试后,在干预进行的第5周和第7周分别对被试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测试,
测得了干预实验过程中被试的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水平以及自尊水平。三次测试各个

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①

②

郝宁.积极心理学阳光人生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美]马丁·赛格里曼.真实的幸福[M].洪兰译.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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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个指标均值和标准差比较

组别 善行(n=56) 事件(n=45) 对照(n=39)

M SD M SD M SD

主观幸福感

第一次 19.52 5.08 19.76 4.68 17.87 4.92

第二次 21.18 3.80 20.56 5.02 19.41 4.48

第三次 21.59 3.99 20.02 4.90 19.49 4.20

生活满意度

第一次 19.55 5.36 19.49 6.60 18.54 6.73

第二次 21.39 5.17 19.29 6.58 18.51 5.82

第三次 22.30 5.21 20.18 6.40 20.03 5.45

自尊水平

第一次 28.88 4.24 28.33 4.79 27.64 4.72

第二次 28.68 4.21 28.00 4.74 26.03 4.97

第三次 32.32 4.19 31.44 5.52 30.03 3.92

  注:M 表示平均数,SD 表示标准差。

通过对事件组和自然组的独立样本检验,发现两个组在第二次测试中主观幸福感无显

著性差异(F =0.82,p >0.05),两个组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无显著性差异(F =0.82,

p >0.05),两个组的自尊水平无显著性差异(F =0.003,p >0.05)。在第三次测试中,两
个组的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性差异(F =0.60,p >0.05),两个组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无显著性

差异(F =0.00,p >0.05)。
三次测试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如图1所示。善行组,第二次测试与第一次相比,幸福感显著

上升,p <0.001;第三次与第一次也有显著性差异,p <0.001;第三次幸福感水平与第二次相

比,还有上升,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异。事件组,在三次测量中幸福感的变化也没有显著差异。
三次测试的生活满意度变化如图2所示。善行组,第二次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与第一次相

比显著上升,p <0.01,第三次生活满意度水平与第一次相比也有显著的差异p <0.001。事

件组,三次测试中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善行组和事件组的自尊水平第三次都比第一

次显著提高,p <0.01。
干预五周后和七周后分别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测试,比较三个组被试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

意度和自尊水平的变化情况。以组别和时间为自变量,各个指标为因变量做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对于主观幸福感: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 =3.31,p <0.05),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F =0.02,p >0.05),时间×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 =0.91,p >0.05),事后比较发现,善行

组显著高于事件组。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 =3.23,p <0.05),时间主效应

显著(F =10.86,p <0.01),时间×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0.51,p>0.05),事后比较发现

善行组与事件组在生活满意度水平上有显著差异(p <0.01),其中善行组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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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事件组。第三次测试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比第二次测试的生活满意度要高。

图1 不同组别主观幸福感比较

注:在同一个组别有不同的字母标注表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图2 不同组别生活满意度比较

注:在同一个组别有不同的字母标注表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三)任务完成度和任务匹配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善行组和事件组的任务完成度和任务匹配度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以组别为自变量,
任务完成情况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任务完成情况组间差异显著(F =5.13,

p <0.01)。
表2 任务完成度和任务匹配度比较

任务完成度 任务匹配度

M SD M SD

善行组(n=56) 4.09 0.88 1.09 1.36

事件组(n=45) 4.18 4.18 1.20 1.20

  注:M 表示平均数,SD 表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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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别为自变量,任务匹配情况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SCM 没有组间差

异(F =1.64,p >0.05),说明这几个组在激发被试从事干预任务的动机上没有显著差异。
按照我们的假设,SCM分数可以预测被试在干预过程中的完成情况。将被试的SCM

分数和完成度分数相关后发现二者有非常显著的相关(N =196,r=0.65,p <0.01)。
进一步分析发现,善行组的被试SCM 分数和干预任务完成度有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水平

(N =56,r=0.66,p <0.01);事件组被试SCM分数和干预任务完成度有正相关,且达

到显著水平(N =45,r=0.64,p <0.01)。根据研究假设,SCM 分数和完成度可以交

互影响被试的幸福感变化。为了检验这个假设,以幸福感水平的变化(第三次幸福感分数

减去第一次幸福感分数的值)为因变量,干预任务完成度和SCM 分数为自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发现:只有干预任务完成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1.31,p <0.01),而SCM分数没

有显著预测作用(β =0.02,p >0.05),但是任务完成×SCM 分数的交互作用显著

(β=0.16,p <0.01)。这说明认真完成实验任务可以有效地提高被试的幸福感水平,那
些认真完成实验任务的被试中任务更匹配的被试提高的幸福感水平程度更高。

四、讨论

善行组的幸福感后测水平比幸福感基线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第三次测试比第二

次测试的幸福感水平还有提高。幸福感后测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事件组。从同学们的

“幸福账本”中发现,做好事能够促进中学生之间的亲情发展和友谊发展。同时,能够让同学

们以更积极更幽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还能帮助同学们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为
他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不少快乐和温暖。做好事能够提高中学生的幸福感水平,且还具

有持续性效果。
任务匹配和任务完成情况正相关,说明那些任务匹配的同学也许更倾向于认真完成实

验任务,从而在这样的活动中得到幸福感的提升。任务完成度可以预测幸福感干预的效果,
那些认真完成任务的同学都能够在这次干预中得到幸福感的有效提升。如果被试所进行的

幸福练习与他们的人格、动机、需要之间匹配的话,那么在幸福感干预活动中,他们的生活满

意度的变化将会非常显著。

五、结论

在中学生群体中,做好事是一种有效的幸福感干预方式,能有效提高中学生的幸福感水

平、生活满意度水平和自尊水平。认真完成实验任务可以有效地提高被试者的幸福感水平,
那些认真完成实验任务的被试者中,任务更匹配的被试者提高的幸福感水平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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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年级文理科学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表现及提升研究

刘宇①









 









  摘 要: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理科学习,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式。

本文目的是研究文科生与理科生在图形的认知能力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测试高中

二年级学生的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得出在一定的条件下文、理科中学生在图形的折叠、旋转

和识别能力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文、理科学生在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上差异显著,男女生之

间差异不显著,不同的项目之间差异显著。
关键词:空间图形认知;中学生;文理科;性别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中学生对图形的认知能力,现今的大多数研究所探讨的主要

是空间图形认知与性别、民族的关系,如周珍、连四清所做的《中学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发展

的性别差异研究》,得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男生优势的显著差异②。一般社会认知认为理

科学生在认知能力上比文科学生好,因为文理科的思维方式、认知结果不尽相同,家长与学

生在选择文理科的时候也是根据数学等理科成绩的好坏来进行选择,文科学生与理科学生

在图形的认知能力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理科学生接触更

多的是抽象思维和空间逻辑思维,而文科学生更多的是和人文历史打交道,文理科学生之间

是否存在空间图形的认知能力差异呢? 本研究认为:文科学生与理科学生在空间图形认知

能力上是否有区别,对中学的教学工作尤其是数学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学生尤其是文

科学生的学习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本研究通过文理科中学生对图形的折叠、旋转以及识别

能力三个项目的测验,来探讨文理科学生在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上的差异。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高中二年级随机选取的学生119人,其中文科59
人,理科60人,男生72人,女生47人。

(二)研究材料

1.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的测验题目是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将瑞文智力测验和公务员考试

的行政能力测验中关于图形认知和心理表征的测验题改编而成。

①

②

刘宇,重庆市第二十九中。
周珍,连四清.中学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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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折叠

共四题,考查学生的心理折叠能力。如图1所示的图形中,左边的图形折叠起来是右边

几个图形中的哪一个图形?

图1 折叠

(2)旋转

共四题,考查学生的心理旋转能力。如图2所示,右边的几个图形中哪一个是由左边的

图形旋转一定角度变成的?

图2 旋转

(3)图形识别

共八题,考查学生对图形的识别能力。如图3所示,根据所给图形的规律,推测下面应

出现的图形是所给选项中的哪一个。

图3 图形识别

(三)实验程序

1.将所有测验材料输入计算机,编制程序使每张测验的图片呈现1分钟,要求被试在1分

钟内完成,如果不能完成,电脑将自动呈现下一题。折叠、旋转和图形识别的呈现顺序随机。
2.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折叠、旋转和图形识别都呈现一张例图,时间为1分钟,目的在

于使被试正确理解题目要求。
3.采用集体测试,选择在计算机课堂上完成实验。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同学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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