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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格优点是通过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特质, 它是积极心理学

的核心研究领域。研究表明性格优点存在跨文化的普遍性, 并且性格优点与优良表现、主观幸福感以

及创伤后成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 研究表明遗传、年龄、性别以及个体的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个

体性格优点的发展及其表现。文章对性格优点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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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格优点内涵及其普遍性  

20 世纪以来, 主流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各

种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人格障碍、精神疾病

等 )的发生机制和有效的治疗措施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近十几年来, 随着积极

心理学运动的兴起, 心理学家才开始致力于对积

极心理现象如复原力、原谅、感恩、道德性的情

感成分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系统研究。积极心理学

主要致力于对积极人格特质、积极情绪、积极的

人际关系和积极组织的研究, 性格优点(Character 
Strengths)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积极心理学家将性格优点定义为通过个体

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

特质。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在对涉及性格

优点和美德的大量文献——从精神病学、青少年

发展到哲学、宗教、心理学—— 的回顾的基础上, 
发现了在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教

文化, 南亚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 西方的希腊哲

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普遍存在并受

到珍视的六种核心的美德：智慧、勇气、人性、

正 义 、 节 制 和 超 越 (Dahlsgaard, Pet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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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gman, 2005)。他们根据十项标准从众多的候

选性格优点中选择了 24 种性格优点分别归类到

这 六 大 核 心 美 德 中 (VIA-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s, VIA-CS) (见表 1)。 

近, 积极心理学研究者所进行的一系列的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些性格优点的普遍

性。Biswas-Diener (2006) 使用 VIA 性格分类量

表对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肯尼亚的一个游牧

部落马赛人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大学生进行了研

究, 结果表明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些

性格优点的存在的普遍性、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发

展这些性格优点的重要性上都具有很高的一致

性, 但是在不同性别对性格优点的认识、某一种

具体的性格优点的重要性以及促进性格优点发

展的文化机制上存在文化内和跨文化的差异。

Shimai 等人 (Shimai, Otake,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6)对美国和日本的青年人的研究也

表明他们所报告的 24 项性格优点在分布上具有

很高的一致性。Park 及其同事对参与 VIA-IS 
(Values in Action-Inventory of Strengths)在线调查

的来自 54 个国家或地区和美国 50 个州的被试的

报告结果进行分析表明大多数的性格优点都得

到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群的广泛认可(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6)。其他关于性格优点

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Park,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6)。心理学家认为关于性格优点的调查可能反

映了某些普遍存在的人性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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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性格优点和美德分类(VIA-CS)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美德 性格优点 
 创造性(有新的想法和观点) 
 好奇心(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喜欢探索) 
智慧和知识(获得和使用知识的认知优点) 心胸开阔、思想开明(公平地看待所有证据) 
 对学习的热爱(系统化地增长自己的知识) 
 愿景、远见(理解世界, 明智的忠告) 
 勇敢(面对威胁和困难的时候不退缩) 
勇气(情感性优点, 践行意志以达成目标) 毅力(善始善终, 坚持不懈) 
 正直(真实地展现自我) 
 活力(感到兴奋和充满活力) 
 爱(珍视亲密关系) 
人性(人际性优点, 培养关系) 善良(帮助和照顾他人) 
 社会智力(理解社会世界) 
 公民行为(社会责任、忠诚、团队合作) 
正义(奠定健康社会生活的公民美德) 公平(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领导力(组织团体活动) 
 原谅和宽恕(原谅他人) 
节制(防止过度的性格优点) 谦卑/谦虚(不过度地抬高自己) 
 谨慎(小心地进行各种选择) 
 自我管理(管理自己的情感和行动) 
 对美和卓越的欣赏(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 
 感恩(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表示感激) 
超越(赋予意义, 与世界产生联接的优点) 希望(期望并向着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幽默(看到生活的光明的一面) 
 精神性(对目标和意义的信念) 

 
2 性格优点的测量 

在回顾了大量的关于性格优点的文献之后 , 
积极心理学家开发了一套测量性格优点的量表

(VIA-IS)—— 一个由 240 个项目组成的测量 24 种

性格优点(每种性格优点 10个项目)的自我报告问

卷, 采用 5 点 Likert 量表形式计分, 研究表明这

一量表都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a) 所有

的分量表的信度都在 0.70 以上; (b) 所有的分量

表都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4 个月之后的重测信度

都接近 0.70; (c)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自我报告

的性格优点与量表的测查结果之间的相关大于

0.50; 同样, 朋友和家人对受试者性格优点的评

价与量表所得到的测评结果之间也具有很强的

相关(rs>0.30) (Peterson, Park, & Seligman, 2005; 
Peterson & Seligman, 2004)。在 VIA-IS 的基础上, 
Park及其同事又开发了适用于青少年的性格优点

量表(VIA-Youth), 总共有 189 个项目(每种性格

优点 7~9 个项目), 采用 5 点 Likert 量表形式计分, 
他们的研究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除了自 

我管理这一个分量表的信度为 0.66 之外, 其他分

量表的信度都在 0.70 以上, 同时结果也表明这一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Park & Peterson, 2005; Park 
& Peterson, 2006b)。然而, 自我报告问卷的一个

缺点在于它并不适用于年龄较小的儿童, 因为他

们的语言和认知能力都还不够成熟。 近, 研究

者借鉴了儿童人格领域的研究方法——首先由父

母对孩子人格特点进行自由描述, 然后对父母的

描述进行内容分析来了解年龄较小的儿童的性

格特点——来测查年龄在 10岁以下的儿童所表现

出来的性格优点(Park & Peterson, 2006a), 这一

方法将性格优点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年龄较小的

儿童, 有助于未来的研究者更好地了解性格优点

的发生、发展轨迹及其心理机制。 

3 性格优点与心理健康 
3.1 创伤后心理成长 

任何人都不会希望创伤性事件发生在自己

或他人身上, 但是研究表明创伤性事件所带来的

影响并不仅仅是负面的, 事实上经历创伤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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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个体也能够积极应对并创造积极的心理成长

和变化 ——创伤后成长 (Tedeschi & Calhoun, 
1996)。目前, 已经有 3 项关于性格优点变化的研

究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其中的一项研究

中 , 研究者对 “9·11” 事件之前和之后人们在

VIA-IS 量表上的做答结果进行分析发现：“9·11”
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月内人们在感恩、希望、善良、

领导力、爱、精神性和团队合作等性格优点上的

得分要显著高于“9·11”事件之前人们在这些性格

优点上的得分 , 并且这一趋势在“9·11”事件发生

10 个月之后仍然存在(Peterson & Seligman, 2003), 
表明重大创伤事件所带来的积极心理变化具有

时间上的延续性。Peterson 及其同事(Peterson et 
al., 2006)通过网络取样所进行的一项回溯研究也

表明性格优点有助于帮助个体从生理和心理疾

病中恢复过来, 并且, 与那些没有从疾病中恢复

的经历的个体相比, 那些拥有从疾病中恢复的经

历的个体报告自己拥有更高水平的对美的欣赏

和感激、勇敢、好奇心、公平、原谅、感恩、善

良、热爱学习和精神性等性格优点。研究者推测

促进这些性格优点的干预措施将有助于遭遇生

理或心理健康危机的个体更好地恢复身体和心

理健康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Peterson et al., 
2006)。 近的一项关于性格优点与创伤后成长之

间关系的研究也表明被试在所经历的创伤事件

的次数及其在创伤后成长量表上的得分与其在

VIA Strengths of Character 量表上的得分呈显著

的正相关, 这一结果表明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人们

的某些性格优点反而得到了增强(Peterson, Park, 
Pole, D'Andrea, & Seligman, 2008)。 
3.2 主观幸福感 

自从性格优点的分类诞生以来, 研究者已经

开展了一系列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

的研究。一项有 5000 多人通过网络参与的关于

性格优点的研究发现 VIA 分类中的希望、热情、

感恩、爱、好奇心等性格优点与被试的生活满意

度密切相关(Park et al., 2004)。 无独有偶, Shimai 
等人(2006)对美国和日本青少年的研究也表明热

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点与人们的幸

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与先前关于青少年和成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 Park 和 Peterson 通过对父母对孩

子的描述进行内容分析发现, 爱、热情、希望等

性格优点与儿童的幸福感密切相关, 而感恩这一

性格优点则与年龄稍大的儿童的幸福感密切相

关(Park & Peterson, 2006a)。 近, 一项对克罗地

亚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人际性格优点(如善良、

爱、幽默、领导力、团队合作等)与人际归属感这

一心理需要的满足以及大学生对有意义的生活

的追寻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Brdar & Kashdan, 
2010)。 
3.3 问题行为与优良表现 

目前, 已有的研究表明某些性格优点与青少

年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如抑郁、青少年犯罪和暴力

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e.g., Benson et al., 1998; 
Cardemil et al., 2002)而与学业上的成功、亲社会

行为和能力等积极的发展结果呈显著的正相关

(e.g., Scales et al., 2000; Skinner and Wellborn, 
1994; Park, 2004)。Kashdan 等人对退伍军人的研

究也表明, 在控制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特质性的

消极情绪之后, 退伍军人所表现出的社会焦虑与

他们的性格优点呈显著的负相关(Kashdan, Julian, 
Merritt, & Uswatte, 2006)。 近, 一项针对非裔美

国青少年的性行为及其相关风险因素的研究表

明热爱学习、好奇心、谨慎和判断力等性格优点

与他们的性行为活动水平和药物滥用等问题行

为呈显著的负相关(Ma et al., 2008)。这些结果表

明发现和培养青少年的性格优点将有助于促进

他们在学业以及未来生活中的优良表现并减少

问题行为的发生。 

4 影响性格优点发生、发展的因素 
4.1 遗传 

人格心理学领域的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的

人格特质都受到遗传的影响(Bouchard, 2004), 然
而目前还没有针对性格优点的遗传性的系统研

究。在这方面受到较多关注的是宗教性(与精神性

这一性格优点密切相关), 已有的行为遗传学研

究表明个体的宗教 度、价值观和行为与其他人

格特质一样受到相当程度(21%~52%)的遗传变异

的影响(Bouchard, McGue, Lykken, & Tellegen, 
1999)。与此类似 , 已有的研究发现自我超越

(Gillespie, Cloninger, Heath, & Martin, 2003)、领

导力(Johnson, Vernon, Harris, & Jang, 2004)、希

望(Plomin et al., 1992)、创造力(Waller, Bouchard, 
Lykken, Tellegen, & Blacker, 1993)、善良(Rushton, 
Fulker, Neale, Nias, & Eysenck, 1986) 等性格优

点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遗传的影响。 近,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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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IA-CS 的基础上从行为遗传学的角度系统地

考察了遗传和环境对积极人格特质的影响, 结果

发现 24 项性格优点中的 21 项受到遗传和非共享

环境因素的影响, 同时这一研究发现这些性格优

点的遗传性与个体一般人格特质的遗传程度之

间存在中等程度的共同性(Steger, Hicks, Kashdan, 
Krueger, & Bouchard Jr, 2007)。 
4.2 年龄 

总体上来看, 年龄与被试所报告的性格优点

呈正相关。关于英国被试性格优点的一项研究发

现与年龄相关程度较高的性格优点主要有智慧

和知识(好奇心、热爱学习)、正义(公平)、节制(原
谅、自我管理) (Alex Linley et al., 2007)。 这意味

着在整个人生历程中, 性格优点的发展可能存在

如埃里克森 (Erikson, 1959)和马斯洛 (Maslow, 
1970)所提出的某种趋势。 
4.3 性别 

一项关于英国被试的性格优点的研究表明 , 
除了创造力这一性格优点之外, 女性在所有其他

性格优点上得分都高于男性, 但是这些差异都很

小, 并且在男性和女性所报告的前五项显著的性

格优点中, 有四项(心胸开阔、公平、好奇心、热

爱学习)是一致的(Alex Linley et al., 2007)。女性

在善良、爱以及感恩这三项性格优点上的得分要

明显高于男性, 这与一项对美国和日本大学生的

研究相一致(Shimai et al., 2006), 也与养育假设

(Nurturing Hypothesis)相一致。但是 , 在 Alex 
Linley 等人(2007)的研究中, 女性在传统的男性

性格优点如勇敢、毅力上的得分竟然要高于男性, 
而在 Shimai 等人(2006)的研究中, 男性在这些性

格优点上的得分要高于女性。这说明, 在某些性

格优点的性别差异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跨文

化或亚文化差异。总体上来看, 男女两性在性格

优点上的相似性要多于其差异性, 因此性格优点

的性别差异不应该被夸大。 
4.4 宗教信仰 

一项关于美国穆斯林青少年的宗教性与其

所拥有的性格优点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 宗教性

与如下性格优点——善良、平等、领导力、自我

管理、谨慎、感恩、希望/乐观、精神性和原谅——
密切相关(Ahmed, 2009)。然而, 对于宗教信仰如

何影响个体性格优点的发生和发展, 目前仍然还

不清楚。 

5 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自从性格优点分类诞生以来, 心理学家已经

进行了几项关于性格优点因素结构的研究。

Peterson 等人(2008)在一项性格优点与创伤后成

长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了 VIA-SC (VIA Strengths 
of Character) 的五因素结构：人际优点(幽默、善

良、领导力、爱、社会智力、团队合作)、意志优

点(勇敢、诚实、判断力、毅力、有远见、自我管

理)、认知优点(对美的欣赏、创造力、好奇心、

热爱学习)、自我超越优点(感恩、希望、宗教性、

热情)、节制优点(公平、原谅、谦虚、谨慎), 而
另外的两项研究则发现了类似的四因素结构

(Brdar & Kashdan, 2010; Macdonald, Bore, & 
Munro, 2008)。这些研究结果都没有验证 Peterson
和 Seligman 所预设的六种核心美德的因素框架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因此, 仍然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进一步阐明性格优点的因素结构。此

外, 这 24 项性格优点的因素结构与五因素人格 
(e.g., John & Srivastava, 1999)、六因素人格(e.g., 
HEXACO; Lee & Ashton, 2004; Cheung et al., 
1996)、七因素人格(王登峰, 崔红, 2003)之间的关

系如何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 
未来需要使用跨文化的样本来进一步考察性格

优点的因素结构及其稳定性和可验证性。 
目前, 对积极人格特质的发生、发展机制的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

进一步揭示遗传所赋予个体的积极特质(如性格

优点), 而不只是了解遗传所带来的问题(如人格

障碍和精神疾病)。尽管人格特质在较大的程度上

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但是个体的选择、使用、

对环境的适应都会影响基因的表达。因此未来的

行为遗传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基因

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性格优点的发

生与发展, 例如遗传了创造力特质的个体可能只

有在丰富的刺激环境下才能使其创造力得到

大程度的发展, 而那些没有遗传创造力特质的个

体即使在成长过程中有丰富的刺激环境也只能

发展出一般的创造力水平(Steger et al., 2007)。已

有的研究表明, 年龄可能对人格特质的遗传性起

到调控的作用, 未来可以使用横断研究和纵向研

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的年龄群体的性格优点

进行追踪研究, 从而更好地了解性格优点遗传性

的年龄差异以及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遗传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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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是如何塑造性格优点的。此外, 性格优点

的神经生理机制也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

一(Steger et al., 2007)。 
此外, 未来的研究应该使用更加多元化的方

法和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深入了解性格优点。

自我报告是一种测量性格优点的有效方式, 但是

它也有其局限性, 例如它不适用于年龄较小的儿

童或有某种残疾的个体。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 , 
在测量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配合使用其他的替代

性方法如与接受调查者关系密切的他人的报告

(informant report) 、 行 为 观 察 (behavior 
observation)、经验抽样 (Experiencing Sampling 
Method)和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在研

究中使用网络调查样本(Alex Linley et al., 2007; 
Park et al., 2006)具有一些便利性(用户可以自主

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参与调查), 但是参与调查的

人群主要是有机会接触网络的群体, 他们的受教

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高, 因此, 通过网

络所进行的研究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 未来需要

使用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进一步了解性格优

点的普遍性及其分布情况。此外, 目前关于性格

优点的研究主要在美国和欧洲进行, 在其他文化

中进行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未来需要有更多的跨

国家和跨文化的数据来揭示性格优点及其表现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培养具有优良性格品质的儿童与青少年是

家庭教养、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

一。性格优点分类对于青少年发展来说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Steen, Kachorek, & Peterson, 2003)。
性格优点调查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各项性格优点的强弱和分布情况, 从而帮助他们

发展和运用自己的显著性格优点。同时, 性格优

点调查也用以设计更有效的促进青少年性格(美
德)发展的干预项目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未来的

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如何创造适宜于性格优点

发展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 帮助儿童和青少

年更有效地发展他们的性格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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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a family of positive dispositions reflected through one’s thoughts, feelings 
and actions. Research on character strengths is one central them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the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s (VIA-CS) are ubiquitously recognized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at certain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eoples’ psychological 
health such as children’s problem behavior and desire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proces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Recent research documented that hereditary, age, gender and one’s 
religiosity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res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strengths.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haracter strengths; heritabil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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