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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关怀是一种能够让个体关爱自己的积极心理品质。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抽取１０２８名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探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自我关怀能力与生活

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培养高校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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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关怀（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是美国心理学家
ＫｒｉｓｔｉｎＮｅｆｆ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背景下提出的关
于自我的新概念，是指个体在面对痛苦或失败的情

况下，能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善待自己，给自己温暖

和不带偏见的理解，是一种能保护个体远离自我批

评、反刍思维的积极心理品质［１］８６８７。

ＫｒｉｓｔｉｎＮｅｆｆ的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越强，
个体的幸福感指数越高［１］９５９６。Ａｄａｍｓ等人研究发
现，自我关怀可以缓解消极事件给个体带来的消极

影响［２］。Ｄｉｅｄｒｉｃｈ等人研究发现，自我关怀能力较

强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进行情绪的调节，巧妙地处

理消极情绪［３］。ＣｕｎｈａＭ等人指出，自我关怀能力

的培养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种有效技

能［４］。国内近几年的研究同样表明，培养自我关

怀能力，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症状。姚森研究表明，

自我关怀水平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症

状［５］。赵波研究发现，自我关怀是一种有效的情

绪调节手段［６］。张志华研究表明，自我关怀能力

较强的来华留学生能够直面挫折，尽可能减少危机

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７］。梁凯欣通过对疫情期间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提高自我关怀水平可预防和缓解抑郁症

状的发生［８］。综上可见，自我关怀可以有效改善

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儿教育

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预备阶段。”［９］幼儿

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人格具有较强的可塑

性，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幼儿。幼儿教师不仅

是幼儿身体健康的守护者，更是其心理健康的引导

者。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今后幼儿教育实施

的主要负责人，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保持积极的

精神状态对促进幼儿身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了解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的总体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为如何制定相关策略提高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的自我关怀能力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以实现

我国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升。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个体网络施测的方式，随机抽取福建师范

大学、闽南师范大学、集美大学等高校的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由辅导员或任课教师通知学

生，学生自愿参与，通过网络问卷平台在规定时间内

作答。获得有效问卷１０２８份，问卷有效率８６．６％，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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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的人口学变量分布表（ｎ＝１０２８）

变量 类别人数／人比例／％ 变量 类别人数／人比例／％

性别 男 ２１８ ２０．２ 大一 ３６０ ３５．０

女 ８２０ ７９．８ 年级 大二 ２１４ ２０．８

单亲 是 １１６ １１．３ 大三 ２５４ ２４．７

家庭 否 ９１２ ８８．７ 大四 ２００ １９．５

独生 是 ２８４ ２７．６

子女 否 ７４４ ７２．４

　　（二）研究工具
１．自我关怀量表。采用自我关怀简版量表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简称 ＳＣＳＳＦ）。
该量表分为六个维度：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

性、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迷。共１２道题，采
用五点量表计分方法。自我友善、正念与普遍人性

的条目采用正向计分；自我批判、自我隔绝、过度沉

迷的条目采用反向计分。

２．生活满意度量表。采用生活满意感量表
（ＳＷＬＳ）考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生
活满意感量表（ＳＷＬＳ）包含五个条目，量表的 α系
数为０．７８，折半信度为０．７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采用七点量表计分方法。总分“３１～３５”表示非
常满意；“２６～３０”表示满意；“２１～２５”表示基本满
意；“２０”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１５～１９”表示基本
不满意；“１０～１４”表示不满意；“５～９”表示极不满意。

（三）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处理。使用平均数
（Ｍ）和标准差（ＳＤ）描述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
关怀的基本状况，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Ｔｅｓｔ）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单
亲家庭与否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自我关怀得分的

差异。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
大学生自我关怀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研究结果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整体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２）：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
自我关怀总平均分为 ３．３４，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的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自我友善、静观当

下、普遍人性三个维度的均分位于３．５～４的得分
区间，说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友善、静观当

下、普遍人性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２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情况表（ｎ＝１０２８）

维度
自我

友善

静观

当下

普遍

人性

自我

批判

自我

隔绝

过度

沉迷

自我

关怀

Ｍ ３．５４ ３．７４ ３．５７ ３．２０ ３．００ ２．９９ ３．３４

ＳＤ ０．７６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８８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５２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３）：男生在静观当下、普

遍人性这两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女生，在自我

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女生。说明女生

更容易产生自我批判。

表３　男、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
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男生（ｎ＝２１８） 女生（ｎ＝８２０） ｔ

自我友善 ３．５７±０．８５ ３．５３±０．７２ ０．８６　

静观当下 ３．８０±０．８１ ３．７１±０．７０ ２．５３

普遍人性 ３．６５±０．８２ ３．５３±０．７２ ３．２３

自我批判 ３．０５±０．９５ ３．２７±０．８４ －５．３４

自我隔绝 ２．９８±０．９６ ３．０１±０．９３ －０．６０

过度沉迷 ２．９８±１．０２ ２．９９±０．９２ －０．３２

自我关怀 ３．３４±０．５３ ３．３４±０．５１ －０．１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年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自我关怀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

自我关怀水平最高，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单亲

家庭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５）：单亲家庭学生在自我
批判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分低于非单亲家庭学生，

说明非单亲家庭的孩子自我批判的更多。

（五）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在是否独生

子女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 ６）：独生子女在自我友
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三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

于非独生子女；在自我批判上这一消极维度上的得

分低于非独生子女。说明非独生子女更容易进行

自我批判。

（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见表７）：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

越高的学生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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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年级学生自我关怀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大一（ｎ＝３６０） 大二（ｎ＝２１４） 大三（ｎ＝２５４） 大四（ｎ＝２００）

Ｆ
事后检验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ＬＳＤ）

自我友善 ３．４９±０．７８ ３．５４±０．７４ ３．６１±０．７３ ３．７１±０．７８ ４．４０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静观当下 ３．７１±０．７８ ３．７２±０．７２ ３．７６±０．６９ ４．００±０．６９ ５．１３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普遍人性 ３．５６±０．７７ ３．５６±０．７７ ３．５８±０．７２ ３．７４±０．８０ ２．２２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自我批判 ３．２６±０．８８ ３．０８±０．８７ ３．１７±０．８９ ３．３０±０．８９ ４．８９ ＩＩ＜Ｉ＜ＩＶ

自我隔绝 ３．０７±０．９５ ２．８６±０．９５ ２．９７±０．９５ ３．０４±０．９６ ５．２８ ＩＩ＜Ｉ

过度沉迷 ３．０６±０．９４ ２．８６±０．９８ ２．９５±０．９４ ３．０４±０．９８ ５．１０ ＩＩ＜Ｉ；ＩＩＩ＜Ｉ

自我关怀 ３．３６±０．５２ ３．２７±０．５１ ３．３４±０．５１ ３．４７±０．５７ ５．２４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

表５　单亲与非单亲家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单亲家庭（ｎ＝１１６）非单亲家庭（ｎ＝９１２） ｔ

自我友善 ３．５６±０．８４ ３．５４±０．７５ ０．３２

静观当下 ３．７５±０．７４ ３．７４±０．７４ ０．１７

普遍人性 ３．６１±０．８２ ３．５６±０．７５ ０．７０

自我批判 ３．０８±０．９２ ３．２１±０．８８ －２．０４

自我隔绝 ２．９２±１．０２ ３．０１±０．９４ －１．１５

过度沉迷 ２．９１±０．９８ ３．００±０．９５ －１．２９

自我关怀 ３．３０±０．５６ ３．３４±０．５２ －１．０４

表６　独生与非独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能力差异比较（Ｍ±ＳＤ）

维度 独生子女（ｎ＝２８４）非独生子女（ｎ＝７４４） ｔ

自我友善 ３．６４±０．７９ ３．５１±０．７５ ３．３５

静观当下 ３．８３±０．７２ ３．７１±０．７５ ３．４４

普遍人性 ３．６７±０．７６ ３．５３±０．７５ ３．８２

自我批判 ３．１２±０．８９ ３．２４±０．８８ －３．０１

自我隔绝 ２．９５±０．９６ ３．０２±０．９５ －１．６３

过度沉迷 ２．９６±０．９９ ３．００±０．９４ －０．９４

自我关怀 ３．３６±０．５１ ３．３３±０．５２ ０．９４

表７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各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表

维度 自我友善 静观当下 普遍人性 自我批判 自我隔绝 过度沉迷 自我关怀 生活满意度

自我友善 １

静观当下 ０．６５ １

普遍人性 ０．４８ ０．５４ １

自我批判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１ １

自我隔绝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５９ １

过度沉迷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６０ ０．７５ １

自我关怀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４３ ０．６２ ０．７２ ０．７４ １

生活满意度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４３ １

三、讨论

（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的整体状况

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探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自我关怀能力的现状。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自我关怀处于中等偏上水平（Ｍ＝３．３４）。这说

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用

一种包容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关爱自己。这或许和

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机制有关。学前教育专业的

学生除专业理论课程之外，还需要学习绘画、声乐、

舞蹈、钢琴等艺术课程，这些艺术课程的设置对学

生的心理健康有着疗愈的作用［１０］。另外，在学习

这些技能课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付出很多的努

力，承担更多的压力，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高了

学生的抗压能力，因此在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有了更强的自我关怀能力。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在不同

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我关怀水平存在

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高

（Ｍ＝３．４７），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

（Ｍ＝３．２７）。这或许是由于大四学生随着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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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及阅历的丰富、思维辩证性的增强，在面对消极

事件发生时，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关怀，能够更理

智、更成熟地去面对学习与生活；在感受到自己的

消极情绪和情感时，没有去沉溺其中做出好坏判断，

而是用一种更为平衡的心态去对待［１１］。大二学生

的自我关怀水平最低，这或许是跟“大二低潮”现象

相关。“大二低潮（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ｓｌｕｍｐ）”是西方高等

教育系统首先发现的一种发生在大二年级的“持续

性感情的失望或沮丧”的现象。调查表明，大二的学

生相比大一的学生有更多的消极表现，他们更经常

迟到早退、旷课，学业成绩更差、挂科补考比例较高，

人际关系当中的摩擦更为频繁。因此大二学生更少

关怀自我，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更容易沉溺于消极情

绪当中［１２］。对此，教师、辅导员应更多关注大二学

生，结合各个学校实际情况，设计有针对性的举措帮

助大二学生度过低潮期，更好地进行自我关怀，培养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学前教育专业男生在自我批评维度上的得分

低于女生，这说明女生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分析

原因，或许与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教养方式、

社会文化传统等都存在相关，无论是家庭、学校还

是整个社会层面，都更多鼓励男生坚强、探索、勇于

展示自我，对女生则更多的是强调安静、乖巧、懂

事，这种性别差异对待潜移默化地影响男女生自我

认知与情感素质，使得女生在遇见消极事件时更容

易将原因归于自身。

单亲家庭的学生较非单亲家庭学生，其自我批

判维度上得分更高，说明单亲家庭的孩子在面对消

极事件时更容易进行自我批判，这或许跟从小的家

庭环境相关。单亲家庭的父母在面对困难时，或许

会将自己的疲惫归因于子女，让子女背负了很深的

愧疚感。如黄丽所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为敏感无

助，他们缺少陪伴，在挫折产生时更多强调独自面

对，在人生态度上存在悲观、颓废倾向［１３］。这种被

迫成熟、被迫独立的背后是对自我关怀的牺牲。因

此，在经历消极事件时，单亲家庭的子女们更多存

在自我批判。

独生子女在自我友善、静观当下、普遍人性３

个积极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这说明独

生子女在经历困难、挫折，产生痛苦、失望等消极情

绪时，能够用一种开放和友善的态度安抚和关心自

己，这或许是由于独生子女所处家庭环境更为优

越。首先，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关怀与热

爱，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安全感；其次，独生子女

能够享受更为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父母总会尽量

满足孩子的需求；再次，更多的陪伴与付出，独生子

女父母会给予孩子更多的精力与陪伴，他们投身于

儿童的认知发展、个性发展、社会性发展等。王会

会调查研究发现，主观努力与家庭环境都会影响奥

运冠军的成长成才，在分析所有的奥运冠军后他们

发现，绝大多数的奥运冠军是来自家庭物质条件和

精神条件都更为优越的家庭，他们多是独生子女且

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１４］。因而相对于非独生子

女，独生子女的环境影响偏正面，成才效率较高。

在面对消极事件消极情绪时，独生子女能够关怀自

我，父母也能够给予其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自我关怀的重要性，以及自我

关怀水平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生活满意度是否产

生影响，研究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

活满意度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自我

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说明自我关怀会

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自我关怀能力越强的个体

越会采用积极主动和好奇的状态去探索生活享受

生活［１５］。自我关怀可以降低面对日常生活中消极

事件的消极情绪和消极反应，可以缓解压力事件中

人们消极的自我批评和由此引发的痛苦情绪，让人

们不被消极情绪所控制。因此，当个体用一种积极

的认知去对待自己、看待周围的环境时，个体的生

活满意度也会随之提升。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关怀能力中等偏上；

其自我关怀水平在性别、专业、家庭结构（单亲与

否、独生与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个别维度

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自我关怀

存在显著差异，大四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显著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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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一、大二和大三，大二学生的自我关怀水平

最低。

２．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自我关怀与生活满意

度存在正相关，自我关怀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

越高。

（二）建议

１．家校携手，以爱共育。积极心理学强调：积

极的系统支持是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保

障。学校、家庭要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形成“学生自知自助、朋

辈互助、校内协同、家校共育”的工作合力。学校

要指导家长树立民主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了

解和掌握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方法，注重自身良好

心理素质的养成，以自身积极的品格和行为影响孩

子。以上观点为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指明了方

向、路径，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不能让心理

教师“单打独斗”，而是要提醒心理教师携手家长，

实行家校共育。另外，学校方面可以根据学生需求

开展相关主题讲座，在学习方法、时间管理、人际交

往、情绪调节、生涯规划等方面给予学生适当的引

导；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应该在新生入学时为每

位新生建立一个心理健康档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辅导员要善于观察，根据学生的个性特质

因材施教，给予学生更多的积极鼓励与正向引导；

教师可将心理保健知识融入课程中，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对学生的积极表现及时肯定；班级导师们定期

与学生进行谈话，给予相应的生活、学业、人际关系

处理上的帮助，引导学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上树立

信心，发掘自身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精神港湾，给予

孩子适时的关怀与支持，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疏

导。家庭成员之间要注重情感交流，营造一个温馨

的家庭氛围。单亲家庭在教育孩子时，应避免将负

向情绪宣泄在孩子身上；多子女家庭应尽可能公正

公平地关注每个孩子的情绪状态。家校携手将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提高自我关怀能力。

２．学会调适，积极自助。《“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

划纲要》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理念，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营造

积极心态，预防不良心态，学会调适情绪困扰与心

理压力，积极自助［１６］。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一是要积极了解相关的心理知识进行心理保

健，当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释

放消极情绪，如选修舞蹈、音乐、绘画等技能课程，

在艺术教育中达到心理的疗愈；二是善于发现与培

养个人兴趣与爱好，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技能让个

体更有自信的同时，也可增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总而言之，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们要注重积极

心理品质的培养，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进行积极

的自我暗示，提高自我关怀能力，做自己心理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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