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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于考察党史材料的学习对培养和提升大学新生自信心、心理韧性以及感恩这三种积极心理品质

的影响。从韩山师范学院招募了123名被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进行党史材料的学习(共3次
实验，每次2小时，隔两天实验)，对照组不进行党史材料的学习。干预前后，采用大学生自信心问卷中

的整体自信分量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和感恩问卷GQ-6 (中译版)对两组进行测评。干预前，两组的整

体自信、感恩、心理韧性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均p > 0.05)；干预后，实验组的整体自信和心理韧性相比

于对照组有提升，心理韧性方面达到显著性提升(p < 0.05)，尤其体现在人际协助方面。党史学习教育有

利于提升大学新生的心理韧性，尤其体现在人际协助方面。根据上述结果，党史学习教育丰富了心理韧

性的提升途径，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学生自身应对困境的优势资源，提升学生的心理

韧性水平，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对今后学习和生活所面临的挫折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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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materials on cultivating and improv-
ing the thre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self-confidenc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grati-
tude of college freshmen. A total of 123 subjects were recruited from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ied Party history 
materials (a total of 3 experiments, each time for 2 hours, two days apart),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study Party history materi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self-confidence 
subscale,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and 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 GQ-6 (Chinese version)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the overall scores of self-confidence, gratitude, and resili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 > 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overall self-confidence and mental toughness of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toughnes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5), especially in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Party history study 
and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college freshmen, espe-
ciall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has enriched the ways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chools can streng-
then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stimulate students’ own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o 
cope with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so as to better help 
students cope with the setbacks and pressures they face in future study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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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心理品质是大学生适应发展的必备心理素质。大学新生普遍面临对校园生活不适应的问题，其

不适应通常表现为生活不适应、学习不适应、人际关系不适应、心理不适应(李承杰，宋立文，2021)。生

活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独立地安排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项，部分学生还需要对气候、

饮食和语言表达等多方面进行调整适应。学习上，大学的学习风格与中学时期相比变化较大，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和自觉性欠缺则容易出现逃课、学习效率低下、厌学、考前焦虑等一系列问题。大学中的异性

关系、宿舍关系、师生关系都比之前更加复杂，在新的人际交往圈中，他们往往会出现各种矛盾心理。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心理上的不适应主要体现为社会角色转变的不适应，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学

生到成为真正的成年人，这种角色转变是大学新生需要面对的第一挑战。李承杰，宋立文(2021)对大学新

生适应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是由学生心理落差大、缺乏目标和自控力、韧性不足所导致。新生中

学时无暇了解大学生活，对大学的期望过度理想化，高校多元的评价机制对以往只看重成绩的学生产生

自我评价的冲击，从而导致新生心理上出现极大的反差，使得新生无所适从，容易出现失落和自卑。升

入大学前，新生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但是真正升入大学后，原有目标已达成，

但新的目标还未建立，使得学生茫然、困惑，产生更多让自己松口气的想法，甚至最终对学习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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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不足会使学生遇到打击后情绪低迷，严重者一蹶不振。因此，提升大学新生自信心、感恩、心理韧

性这三种积极心理品质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提升新生自信心、感恩、心理韧性这三种积极心理品质，

能够使新生更好地应对入学后心理上出现的极大反差，激发其珍惜当下生活、并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好好

努力学习的心向，即使遇到困难、打击后也能够有效应对和适应。 
国外学者给予自信的定义非常多。国内车文博、黄希庭、燕国材等研究者，也给出了自信各种各样

的定义，其中，“相信自己”被众多研究者提及(车丽萍，2002)。车丽萍，黄希庭(2006)主张“自信是一

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心理系统，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是对自身能力、价值等做出正向认

知与评价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这一定义被后来的研究者大量引用。近几年关于自信心提升的

实证研究颇为丰富。戴雯(2012)通过其研究表明其所进行的自信心团体辅导能够有效地提高女大专生的自

信水平，其研究进行的个案辅导也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更好地融入团体从而促进其增强自信心。崔云燕

(2020)发现气排球和花式跳绳的训练对女大学生的自信心也具有积极影响，但啦啦操效果更显著于前两

者。王心力(2020)通过实验研究证实经过三个月的游泳运动干预对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水平有一定的帮

助，对大学生自信心水平的提升具有很好的效果。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说起感恩，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感恩是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自己带来恩惠和方便，在心里产生认可并意欲回馈的

一种认识，一种情怀和行为。但对大学生而言，感恩不是对所受之恩的简单回报，而是一种自立意识、

自尊意识、责任意识的表现以及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杨玺，龚平，2011)。关于感恩提升的实证研究至今

还较少，但积极探索这一领域，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心理韧性是指面对丧失、困难或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Tugade & Fredrickson, 2004)。在提升心理

韧性方面，刘硕等人(2021)通过研究认知行为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对高中生心理韧性的干预效果，得出认知

行为团体辅导课程可以有效提升高中生的心理韧性水平、生活满意度及学业成绩的结论。许树艳等人

(2022)通过干预研究证明正念培育能有效提高学警大学生的心理韧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因为它承载

着无数革命者为祖国独立和人民自由而奋斗的峥嵘岁月，记录着无数英烈抵御外来侵略的顽强抗争，凝

聚着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可歌可泣的精神力量(李佳恩，2021)。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站在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上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刘淑艳，孙涛，2022)。党史学习教育使大学生了解中国

共产党发展历程，了解在推进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重要角色的人物、重要会议，以及党的建设发展历程。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让大学生更加了解党、了解红色文化。赵婧文和于军(2021)认为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品格，提升自我革命能力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密钥，并通过研究证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可以推进自我革命能力的提升。唐德军(2021)证实了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可以通过组织瞻仰红色遗址、聆

听党史故事、讲授专题党课、重温红色经典、开展主题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等形式进行对党史的

学习。黄志坚(2021)也在其研究中表明深入学习党的历史，有利于培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出更多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气质、中

国水平的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加强党的历史学习，旨在让青年人进一步认清祖国所处的历史方

位，知晓过去、把握现在，明晰未来，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对于引导帮助大学生成长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李佳恩，2021)。 
到目前为止，党史学习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极少。近些年关于提升自信心、心

理韧性这两种积极心理品质的实证研究相较于感恩方面较为丰富，干预的形式也非常多元化，如有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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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气排球训练、花式跳绳训练、游泳运动训练、正念等。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党史材料的可领

悟性高、可学习性强。因此，本研究在于考察党史材料的学习对培养和提升大学新生自信心、心理韧性

以及感恩这三种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并作出党史学习教育能促进学生在相应方面的积极心理品质发展

的这一研究假设。通过此研究，有利于宣传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在学习党史中感悟真理之

光、汲取信仰之力、追寻初心之源、传承精神之美，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入学习和生活；

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去发掘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培养大学新生积极心理品质的促进作用，并为各高校及时

调整、制定更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发展、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计划和措施提供实

证依据；有助于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韩山师范学院在校大一本科生 123 人，实验组男生 9 人、女生 48 人，对照组男生 12 人、女生

54 人，两组被试年龄在 18~22 岁(M = 19.59, SD = 0.735)，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完成实验后获得小礼品。 

2.2. 实验材料 

党史学习的材料为三部影片，分别是《建党伟业》、《勇士》和《焦裕禄》。三部影片材料均经过

两位心理学专家的评定，符合实验要求，可作为实验材料。《建党伟业》全程 119 分钟，情节围绕 1921
年前后展开，讲述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

主要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心，讲述他们在

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为国家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勇士》全程 110 分钟，以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史实为原型，展现勇士们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大智大勇，挑战生死关口的非凡经历。

李东学在片中饰演率领 22 名突击队员的黄开湘团长，他与战士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围剿，突破天险飞夺泸

定桥，以血肉之躯粉碎了国民政府的阴谋，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不朽的一页篇章。在勇士们心中，黄

开湘团长不但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带领他们击败困难的“战神”。《焦裕禄》全程 97 分钟，讲述了

在 1962 年冬，焦裕禄被派往灾荒严重的河南省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眼见街上成群结队的乞丐、纷纷

逃亡外地的饥民，他心情十分沉重，下决心根治长期困苦兰考百姓的风沙、水涝和盐碱“三害”，不久，

他在多次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治理“三害”的方案。但深入群众的工作方式招致县长、

县委副书记吴荣先的不满。升为县委书记后，焦裕禄不顾肝脏经常胀痛，几乎每日都坚持去治理“三害”

第一线工作，很得人民爱戴，吴荣先指使人就某件事借题发挥想将焦裕禄整垮，结果全县群众聚在一起

为他鸣冤。其后兰考遭遇特大水灾，焦裕禄得肝病虽然已到晚期，仍坚持去抗灾第一线的故事。 
采用车丽萍，黄希庭(2006)编制的大学生自信心问卷中的整体自信分量表，共 19 个项目，分为 3 个

维度(综合确认、总体肯定、否定自我)。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其中，项

目 33、62、64、67、68 为反向计分题。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272、重测信度系数 0.8569，
表明此分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2021)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共 27 个项目，分为 5 个维度(目标专注、情

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前 3 个维度构成个人高阶因子，后 2 个维度构成社会高阶因

子。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其中，项目 1、2、5、6、9、12、15、16、17、
21、26、27 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5 个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1、0.73、0.81、0.74、0.71。 
采用魏昶等人(2011)修订的感恩问卷 GQ-6，该问卷通过评估个体感恩体验的频度和强度，以及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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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情绪事件的密度和广度来评定个体感恩情绪特质的个体差异。共 6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

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项目 3 和 6 为反向计分题，对反向计分项目反转处理后，计算所有项目

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恩倾向越强。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1、重测信度系数 0.70。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2 (组别：实验组、对照组) × 2 (施测时间：前测、后测)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

施测时间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感恩、自信心、心理韧性这三种积极心理品质的得分。本研究采用实

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实验组需参加党史学习，对照组则不需要参加党史学习。前测是指在

实验的开始之前对被试者进行测量，后测是指在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者进行测量，实验的设计详见表 1： 
 
Table 1. Design of experiments 
表 1. 实验设计 

组别 前测 实验处理 后测 
实验组 O1 X O2 
对照组 O3 - O4 

(注 O1、O3 为前测，O2、O4 为后测，X 为实验操作，-为不接受实验处理)。 
 

在开展实验前，分别对实验组、对照组成员进行问卷前测；紧接着，实验组进行党史学习，对照组

则不进行学习；在实验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组、对照组成员进行问卷后测。实验组党史学习安排详见表 2： 
 
Table 2. Arrangement of Party history stud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表 2. 实验组党史学习安排表 

时间 地点 学习内容 
4 月 17 日 

东丽 B 伟南楼 402 基础心理实验室 
《建党伟业》 

4 月 20 日 《勇士》 
4 月 23 日 《焦裕禄》 

 

前测共发放问卷 123 份，回收 123 份，回收率 100%；后测共发放问卷 107 份，回收 107 份，回收率

100%；剔除中途申请退出的被试数据 19 份及数据连续、规律等无效数据 5 份，最后得有效数据 99 份。 

3. 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开始之前将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前测，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测两组被试是否同质，结

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整体自信、感恩和心理韧性的前测得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Table 3. Results of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experiment 
表 3.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组别 n M ± SD t p 

整体自信 
对照组 55 61.86 ± 9.02 

−0.27 0.785 
实验组 44 61.36 ± 8.88 

心理韧性 
对照组 55 94.96 ± 15.09 

−0.24 0.811 
实验组 44 94.30 ± 11.27 

感恩 
对照组 55 4.02 ± 0.71 

−0.70 0.485 
实验组 44 3.92 ± 0.73 

注：p > 0.05 没有显著性，p < 0.05 有显著性，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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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束后，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整体自信、感恩、心理韧性三方面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

表 4。从表中数据可得知，实验后，整体自信、感恩在组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心理韧性在组间达到

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4.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result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组别 n M ± SD t p 

整体自信 
对照组 55 0.26 ± 6.25 

0.78 0.435 
实验组 44 1.13 ± 4.25 

心理韧性 
对照组 55 −2.00 ± 8.94 

2.27 0.025 
实验组 44 1.23 ± 5.02 

感恩 
对照组 55 −0.25 ± 0.71 

0.35 0.720 
实验组 44 −0.20 ± 0.58 

 

实验结束后，将对照组和实验组心理韧性的五维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5。从表中数据可

得知，试验后，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在组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人际协助在实

验组、对照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5.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results of five-dimensional mental toughness before and after test 
表 5. 心理韧性五维度前后测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组别 n M ± SD t p 

目标专注 
对照组 55 −0.08 ± 0.53 

0.96 0.342 
实验组 44 0.02 ± 0.41 

情绪控制 
对照组 55 −0.06 ± 0.59 

1.11 0.269 
实验组 44 0.07 ± 0.46 

积极认知 
对照组 55 −0.04 ± 0.58 

−0.24 0.815 
实验组 44 −0.06 ± 0.48 

家庭支持 
对照组 55 −0.12 ± 0.59 

0.77 0.446 
实验组 44 −0.04 ± 0.44 

人际协助 
对照组 55 −0.07 ± 0.59 

2.58 0.011 
实验组 44 0.20 ± 0.44 

 

实验结束后，将不同性别在整体自信、感恩、心理韧性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6。
从表中数据可得知，实验后，心理韧性、感恩在组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整体自信在组间达到显著性

差异，p < 0.01。 
 
Table 6.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result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 group and the female group 
表 6. 男生组与女生组前后测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组别 n M ± SD t p 

整体自信 
男生 15 −2.95 ± 6.41 

−2.88 0.005 
女生 84 1.29 ± 5.03 

心理韧性 
男生 15 −3.50 ± 9.23 

−1.64 0.105 
女生 84 −0.04 ± 7.20 

感恩 
男生 15 −0.47 ± 0.91 

−1.17 0.118 
女生 84 −0.18 ±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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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整体自信、感恩和心理韧性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说

明在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同质的，符合实验分组的要求，可以进行党史学习干预实验。实验后，相

比于对照组，实验组在整体自信、心理韧性方面有相应的提升，在心理韧性方面达到显著性提升，尤其

体现在人际协助方面。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男生、女生在整体自信得分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的整

体自信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一直在强调，不仅要关注挫折和压力对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应激发学生自身

具备应对困境的优势资源，提高个体应对困境的能力。那么，根据上述结果，学校可以通过拓宽党史学

习途径，丰富党史学习资源，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应对

学习和生活所面临的挫折和压力，例如：挂科、考证失败、奖学金评选落选、考研失败、班委和学生会

干部竞选落选等学业挫折；宿舍矛盾、失恋等人际压力；考研失利和求职失败等职业发展压力；家庭贫

困等经济压力；亲人离世、自然灾害等创伤事件。 
参照本研究的方案和设计，可从实验形式、参与实验的被试人数上做进一步改进。本实验采取观看

视频的形式进行，每次参与实验的被试人数为实验组的所有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被试的观影

效果，导致被试产生疲劳效应，从而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并且，本研究整体自信、心理韧性和感恩的

重复测量都是在干预前后以被试自评的方式进行测量，可能存在时间效应。 
简言之，本研究在于考察党史材料的学习对培养和提升大学新生自信心、心理韧性以及感恩这三种

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验证了党史学习教育能有效提升大学新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本研究拓展了有关积

极心理品质的干预研究，从新的角度发掘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培养大学新生积极心理品质的促进作用，

丰富了党史学习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可望为学校教育提供参考，以提高学生的整

体自信、心理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 

5. 结论 

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提升大学新生的心理韧性，尤其体现在人际协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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