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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的现状，为学校开展家庭贫困学生心理资本提升提供合理建

议。方法：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对1758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有效被试中，732名为

有留守经历的学生。结果：没有留守经历的高职贫困生在希望、乐观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有留守经历

的高职贫困生。在有留守经历的高职贫困生群体中，男生在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

生；学生干部在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的

高职贫困生在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志愿选择的高职贫困生在希望、

乐观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锻炼频率的高职贫困生在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上存在显

著差异。最后在分析讨论的基础上，从学校教育层面对心理资本的提升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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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o provid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schools to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motion of poor students from families. Methods: The positive psy-
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1758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Among 
the effective subjects, 732 wer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 
poverty-stricken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out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the dimensions of hope 
and optimis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overty-stricken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Among the po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the scores of hope, optimism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mal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The scores of student cadres in self-efficacy, hope, optimism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student cadres. There a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self-efficacy, hope, optimism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po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rearing styl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
mensions of hope and optimism among the poverty-stricken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efficacy, hope, optimism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the po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xercise frequency.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analy-
sis and discuss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
cal capital from the level of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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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上，都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挫折。当面对这些困

难时，一些人不惧艰险，越是困难就越是有干劲，一些人却轻易被困难打败而无法振作起来。这就是由

于心理资本不同而造成的个体差异。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

状态”，具体表现为 4 个方面：自我效能(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有信心)、乐观(对现在和未来的

成功有积极的归因)、希望(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和韧性(当身处

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从前) [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数量庞大的 6~16 岁儿童被留在家乡，称为留

守儿童。随着留守儿童成年，部分留守儿童进入大学成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当年的留守经历影响着

大学生现在的心理和行为，关注这一大学生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并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是提高高校心理育人实效性的现实要求[2]。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红河卫生职业院校 1758 名家庭贫困学生作为施测对象，有效被试共 173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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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留守经历的家庭贫困学生有 732 人，没有留守经历的家庭贫困学生有 1003 人。在有留守经历的高

职贫困生群体中，男生132人(18.0%)，女生600人(82.0%)；来自农村711人(97.1%)，来自城镇21人(2.9%)；
担任学生干部 276 人(37.7%)，不担任班干部 456 人(62.3%)；溺爱型家庭教育方式 22 人(3.0%)，民主型

家庭教养方式 461 人(63.0%)，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 97 人(13.2%)，放任型家庭教养方式 152 人(20.8%)；
自愿选择专业 519 人(70.90%)，父母和他人意愿选择专业 99 人(13.5%)，调剂专业 114 人(15.6%)；从不

锻炼 12 人(1.6%)，偶尔锻炼 364 人(49.7%)，经常锻炼 297 人(40.6%)，天天锻炼 59 人(8.1%)。 

2.2. 测量工具 

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 PPQ)测查被试的积极心

理资本。积极心理资本问卷是张阔等人在 Luthans 等人编制的心理资本问卷(PCQ)基础上开发而来的一款

适用范围更广的测量工具。该问卷共有 26 个题项，每个题项采用 Likert 7 点评价法，要求被试按实际情

况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进行选择，并由 1 到 7 计分。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共 4 个维度，分别

为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以往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阔等，2010)。基于本次测

量数据，该问卷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2，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09，0.731，0.897，
0.789 [3]。 

2.3. 数据分析 

依据是否有留守经历这一人口学变量对数据进行划分，使用 SPSS18.0 软件对有留守经历的高职贫困

生在各人口学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 

3. 结果 

3.1. 是否有留守经历的高职贫困生在心理资本上的差异 

在希望维度上，没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得分高于有留守经历的学生(t = −2.471, p < 0.05)；在乐观维度上，

没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得分高于有留守经历的学生(t = −2.608, p < 0.01)。表明有留守经历的贫困学生人生较

少有明确的目标，对前途比较悲观，自卑感较强(见表 1)。 
 

Table 1.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po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left-behind 
experience 
表 1. 有留守经历与没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在心理资本各维度的差异检验 

 
是否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A. 有的(n = 732) B. 没有(n = 1003) 

自我效能 30.92 ± 6.80 31.22 ± 6.63 −0.916 0.360 

韧性 29.33 ± 5.36 28.91 ± 5.38 1.631 0.103 

希望 28.92 ± 4.63 29.47 ± 4.56 −2.471 0.014* 

乐观 28.87 ± 6.20 29.63 ± 5.87 −2.608 0.009** 

心理资本总分 118.04 ± 17.26 119.23 ± 17.20 −1.417 0.157 

*p < 0.05, **p < 0.01. 

3.2.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性别上的差异 

在自我效能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 = −3.930, p < 0.01)；在乐观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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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t = −2.984, p < 0.01)；在心理资本总分上，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 = −3.105, p < 0.01)。表明有留守经历

的贫困男生相较女生更加自信、乐观，心理资本较女生更好(见表 2)。 
 

Table 2. The gender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2.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性别(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女(n = 600) 男(n = 132) 

自我效能 30.46 ± 6.71 33.01 ± 6.88 −3.930 0.000** 

韧性 29.29 ± 5.38 29.54 ± 5.29 −0.484 0.629 

希望 28.82 ± 4.71 29.38 ± 4.22 −1.252 0.211 

乐观 28.55 ± 6.31 30.32 ± 5.51 −2.984 0.003** 

心理资本总分 117.12 ± 17.30 122.24 ± 16.50 −3.105 0.002** 

*p < 0.05, **p < 0.01. 

3.3.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居住地上的差异 

居住在农村和居住在城镇的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在心理资本各维度及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

明有留守经历的贫困学生的心理资本优劣不受居住地影响。当然这也可能是农村与城镇生活环境差异不

大或本研究的城镇学生样本量太少有关。因此该结果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证实(见表 3)。 
 

Table 3.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in their residential places 
表 3.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居住地上的差异检验 

 
居住地(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农村(n = 711) 城镇(n = 21) 

自我效能 30.89 ± 6.75 31.95 ± 8.65 −0.705 0.481 

韧性 29.36 ± 5.38 28.52 ± 4.79 0.702 0.483 

希望 28.96 ± 4.60 27.76 ± 5.53 1.165 0.244 

乐观 28.94 ± 6.11 26.57 ± 8.76 1.228 0.233 

心理资本总分 118.14 ± 17.17 114.81 ± 20.23 0.871 0.384 

3.4.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上的差异 

在自我效能维度上，学生干部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t = 5.294, p < 0.01)；在希望维度上，学生干

部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t = 2.431, p < 0.05)；在乐观维度上，学生干部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t = 
2.114, p < 0.01)；在心理资本总分上，班干部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t = 3.885, p < 0.01)。表明有留守经历的

贫困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更自信、更乐观，心理资本更好(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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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in whether they serve as class leaders 
表 4.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的差异检验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平均值 ± 标准差) 

t p 
是(n = 276) 否(n = 456) 

自我效能 32.60 ± 6.60 29.90 ± 6.73 5.294 0.000** 

韧性 29.64 ± 5.71 29.15 ± 5.14 1.195 0.232 

希望 29.47 ± 4.96 28.59 ± 4.39 2.431 0.015* 

乐观 29.49 ± 6.17 28.49 ± 6.20 2.114 0.035* 

心理资本总分 121.20 ± 17.42 116.13 ± 16.90 3.885 0.000** 

*p < 0.05, **p < 0.01. 

3.5.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不同教养方式上的差异 

在自我效能维度上，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民主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民

主型显著高于专制型(p < 0.05)，溺爱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溺爱型显著高于专制型(p < 0.05)； 
在希望维度上，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民主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民主型

显著高于专制型(p < 0.05)； 
在乐观维度上，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民主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民主型

显著高于专制型(p < 0.05)； 
在心理资本总分上，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民主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民

主型显著高于专制型(p < 0.05)；溺爱型显著高于放任型(p < 0.05)。表明有留守经历的贫困学生的心理资

本优劣深受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孩子心理资本的培养(见表 5)。 
 

Table 5.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in different parenting styles 
表 5.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不同教养方式上的差异检验 

 
家庭教养方式(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溺爱型(n = 22) 民主型(n = 461) 专制型(n = 97) 放任型(n = 152) 

自我效能 33.73 ± 6.25 31.75 ± 6.63 29.37 ± 7.92 29.00 ± 6.02 9.547 0.000** 

韧性 30.50 ± 5.73 29.04 ± 5.48 29.94 ± 5.74 29.66 ± 4.61 1.410 0.239 

希望 27.95 ± 5.02 29.47 ± 4.27 28.43 ± 5.79 27.72 ± 4.57 6.335 0.000** 

乐观 29.23 ± 5.78 29.65 ± 5.95 27.58 ± 6.86 27.26 ± 6.20 7.498 0.000** 

心理资本总分 121.41 ± 17.98 119.91 ± 16.22 115.32 ± 20.97 113.64 ± 16.73 6.299 0.000** 

*p < 0.05, **p < 0.01. 

3.6.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不同志愿选择上的差异 

在希望维度上，不同的志愿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愿选择显著高于父母和他人意愿(p < 0.05)； 
在乐观维度上，不同的志愿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愿选择显著高于父母和他人意愿(p < 0.05)。 
表明自愿选择志愿的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更加充满希望，更加乐观(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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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vocational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voluntary choices 
表 6.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不同志愿选择上的差异检验 

 
不同志愿选择(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自愿选择(n = 519) 父母和他人意愿(n = 99) 调剂专业(n = 114) 

自我效能 31.16 ± 6.96 30.34 ± 6.87 30.34 ± 5.97 1.084 0.339 

韧性 29.24 ± 5.37 29.75 ± 5.70 29.39 ± 5.05 0.374 0.688 

希望 29.19 ± 4.60 27.82 ± 5.16 28.68 ± 4.12 3.854 0.022* 

乐观 29.21 ± 5.99 27.44 ± 7.53 28.54 ± 5.71 3.594 0.028* 

心理资本总分 118.80 ± 17.26 115.35 ± 19.78 116.94 ± 14.54 1.939 0.145 

*p < 0.05, **p < 0.01. 

3.7.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锻炼频率上的差异 

在自我效能维度上，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常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
每天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经常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

炼(p < 0.05)。 
在希望维度上，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常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经

常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p < 0.05)。 
在乐观维度上，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常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经

常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

(p < 0.05)。 
在心理资本总分上，不同的体育锻炼频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经常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

经常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从不锻炼(p < 0.05)；每天锻炼显著高于偶尔锻

炼(p < 0.05)。 
表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见表 7)。 
 

Table 7. The difference tes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exercise frequency of poor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7. 有留守经历高职贫困生心理资本在锻炼频率上的差异检验 

 
体育锻炼的频率(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从不锻炼(n = 12) 偶尔锻炼(n = 364) 经常锻炼(n = 297) 天天锻炼(n = 59) 

自我效能 25.92 ± 9.54 29.14 ± 6.68 33.08 ± 6.17 32.05 ± 6.50 22.878 0.000** 

韧性 32.33 ± 4.91 29.36 ± 5.34 29.17 ± 5.21 29.41 ± 6.25 1.354 0.256 

希望 27.42 ± 7.42 27.84 ± 4.37 30.13 ± 4.30 29.81 ± 5.48 15.301 0.000** 

乐观 23.42 ± 10.15 27.38 ± 6.01 30.74 ± 5.60 29.71 ± 6.40 20.969 0.000** 

心理资本总分 109.08 ± 26.30 113.73 ± 16.45 123.11 ± 15.53 120.98 ± 20.60 19.109 0.000** 

*p < 0.05, **p < 0.01. 

4. 讨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与讨论 

留守经历不利于高职贫困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这可能与留守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不能满足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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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需求、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有关；性别对人的心理资本有显著影响，男性在

自我效能感、乐观、总体心理资本等方面更占优势。这固然与男女在先天因素的性别差异有关，但更重

要的是由“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两性的教养方式不同、现实中的性别歧视等后天因素造成的。有留

守经历的贫困学生的心理资本优劣不受居住地影响。当然这也可能是农村与城镇生活环境差异不大或本

研究的城镇学生样本量太少有关。因此该结果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证实。学生干部具有较强的自我效能

感，更自信、更乐观，心理资本更好。当学生干部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这固然是学生因为心理

资本较好才当选学生干部，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学生干部能够促使学生责任感、管理能力、工作能力的提

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等方面的心理资本。不同家庭教养方式能够显著影响孩

子的心理资本培养，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孩子心理资本的培养。志愿选择的自主性影响学生

的心理资本，自愿选择志愿的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更加充满希望，更加乐观。体育锻炼的频率能显著

影响学生的心理资本，养成每天或经常体育锻炼的习惯很重要。 

4.2. 教育建议 

贫困家庭应积极想办法早日摆脱贫困，党和国家也应该给予贫困家庭更多的支持。从而减少和杜绝

因家庭贫困不能满足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和正确的教育引导等不利于孩子心理资

本培养的因素。政府和学校应加强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教育机会、就业、婚恋等各方面的性别歧视；同时家庭和学校教育应从小培养女性自信、自立、自

强的信念和能力。从而提升女性的心理资本。家长和班主任应多鼓励孩子争当学生干部以提升学生的心

理资本，比如有的学校和班级采用“班干部定期轮流制”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民主型的家

庭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学校可能通过召开“家长会”、举办“家庭教育讲座”等方

式积极宣传，倡导和支持所有家庭采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家长和老师从小应加强学生独立性的培养，

强化学生人生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在志愿选择上可以提参考意见，但切忌包办代替！全社会应加强“体

育锻炼是一种健康有益的生活习惯”宣传教育，创造有利于体育锻炼的环境和条件，倡导积极进行体育

锻炼的良好社会风气。家庭和学校应从小培养孩子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能力，以更好发挥体育锻

炼“强身健体、促进心理资本提升”等方面的作用[4]-[6]。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覆盖面积狭小，是在某一高校集中收集样本，使

得调查结果存在偏倚性。其次，本研究为横断研究，未从纵向角度研究有留守经历的贫困大学生心理资

本的发展变化。最后，调查方式单一，仅通过问卷调查及应用软件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缺乏访谈等定

性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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