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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students. 
This study uses th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as a test tool, and randomly samples college students to take 
the test and carry out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on 
th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rough systematic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the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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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人际交往能力是学生的核心素养。本研究使用《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量表》作为测试工具，
随机抽样大学生进行施测并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说明大
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可以通过系统的团体心理辅导得到有效提高，进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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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学生心理健康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人际

交往方面的问题在以往大学生主要心理问题的相关调查中

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王瑶的调查结果显示 , 大学生存在交

往能力欠缺和强烈的交往需求之间的矛盾 [1]。个体通过运

用复杂的感知过程、情感交流等手段来实现与他人交流互

动的能力称为人际交往能力，包括沟通交流能力和关系培

养能力 [2]。探究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对培养大学生形成健

全人格，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引 

作用。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随机抽取的大学生。发放问卷 160 份，

回收 150 份，有效问卷 143 份。根据量表在被试样本中的平

均分和标准差是：87.03±11.81，确定筛查标准为平均分以

下 2 个标准差，即平均分到 58 分之间，最终确定 45 名被试，

参加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实验研究，其中有 24 人作为实验

组，21 人作为对照组。

2.2�研究工具
①《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量表》。

本量表测量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倾向，采用 Buhrmester

在提出的将人际交往能力分为：人际关系建立能力、适度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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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能力、自我表露能力、冲突控制能力、情感支持能力五个

构成部分的观点，为 25 题自陈式李克 5 点量表 [3]。

②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是本次干预的重要工具，每次辅导

流程如表 1 所示。

2.3�研究程序
对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按照团体

心理辅导方案，在专业老师督导下对实验组开展每周 1 次的

团体心理辅导，共 7 次，每次 100 分钟。对照组不进行干预。

2.4�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8.0 和 EipData3.1 统计软件录入和

分析。

3�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现状分析

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师范类大学生表现出自我表露

能力得分最高，冲突控制能力得分最低，其他能力居中。

方差分析显示，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二年级得分最低，三

年级最高。通过差异比较，人际交往能力上，非独生子女

与独生子女的差异性不显著（P ＞ 0.05）。是否班干部的差

异性不显著（P ＞ 0.05）。通过差异比较，人际交往能力总

体上差异不显著，汉族的情感支持能力显著高于少数民族，

已经达到统计学显著差异水平（P ＜ 0.05）。通过方差分

析比较，总体差异不显著，人际关系建立能力方面，中等 

城市＞乡镇＞农村＞大城市，并且差异达到统计学差异显著

水平（P ＜ 0.05）。通过方差分析比较，适度拒绝能力方面，

宽裕＞一般＞不太好，并且差异达到统计学差异显著水平 

（P ＜ 0.05）。其他方面无明显差异（P ＞ 0.05）。

4�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
效果分析

4.1�辅导前实验组、对照组的同质性检验
表 2 数据表明，辅导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大学生人际

交往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被试是

同质的，辅导前的水平是一致的。

表 1�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团体心理辅导流程设计

阶段 活动名称 目标 内容 作业

开始阶段 缘来一家人
彼此互动，建立团体关系，解释团

体目的和意义，制订团体契约

制定契约

微笑握手

个性名片

一周内了解另外一个群体的

全部人，并记下你了解到的

信息

过渡阶段
Yes or No
我做主

认识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成

员互相帮助

找到解决途径

大小风一起刮挡不住吸引力

头脑风暴

请在团体内挑选你想认识的

人，在一周内了解他

工作阶段

突围人际的牢笼
相互信任

提升人际交往的信心

突围闯关

情景表演

信任背摔

选择一个群体里或者曾经讨

厌过的人记录他的优点

你是养分 体验人际支持
盲人与拐杖

同心协力

通过合理表达，协商处理人

际或者群体里的不公平

人际表达
在表达中尝试理解他人

接纳自己

词语选择

我错了

哑口无言

作为群体的一员你能为集体

做些什么

人际沟通 学会人际沟通的基本技能

目光炯炯

掌声响起来

我说你撕

这几周来你的进步与收获

结束阶段 人际团队
协作中融入团队

构建有效的人际团队

炸药包

无敌风火轮

合力吹气球

去找一个陌生的团体迅速融

入和适应

表 2�辅导前实验组对照组人际交往能力及各维度差异比较（N=45）����

项目
辅导前

实验组 对照组 t

人际关系建立能力 13.81±2.94 14.83±2.56 -1.24

适度拒绝能力 15.19±3.06 14.67±1.92 0.69

自我表露能力 17.14±2.45 16.75±3.13 0.46

冲突控制能力 12.38±3.02 12.67±2.27 -0.36

情感支持能力 15.86±2.17 15.79±2.48 0.09

总分 74.38±8.81 74.71±8.6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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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辅导后实验组、对照组各因子之间的差异检验
表 3 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辅导后实验组、对照

组组间在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得分上存在十分显著差异 

（P ＜ 0.01），在维度上，适度拒绝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明

显提高（P ＜ 0.05）。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的提高有效，特别是对适度拒绝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效

果显著。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干预有

效，且效果显著。

表 3�辅导后实验组、对照组各因子之间的差异检验（N=45）

因子
M±SD

t
实验组 对照组

人际关系建立能力 18.43±3.47 16.88±3.34 1.52

适度拒绝能力 18.81±3.37 16.42±2.81 2.59*

自我表露能力 19.81±3.48 19.21±2.51 0.66

冲突控制能力 17.90±3.56 15.38±3.34 2.45*

情感支持能力 18.76±2.99 17.13±3.13 1.78

总分 93.71±14.55 85.00±12.25 2.18**

5�结论

①人际交往能力上，文科生要好于理科生，适度拒绝

能力文科生显著高于理科生。人际关系建立能力男生高于

女生。汉族的情感支持能力显著高于少数民族。班干部高

于不是班干部的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三年趋势是二年级得

分最低，三年级最高。人际关系建立能力方面，来自中等 

城市＞乡镇＞农村＞大城市的；适度拒绝能力方面，家庭经济 

宽裕＞一般＞不太好。

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通过系统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

是可以提高的，对适度拒绝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的干预效果

显著。

③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是高校立

德树人的有效路径，是高校心理育人实践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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