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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幸福的奥秘是什么？
现代人为什么经常不快乐？
怎样保持生命的最佳状态？
怎样走进一个洋溢着积极的精神、充满乐观、希望和阳光的心灵世界？
积极心理学的崛起为我们揭示了与传统心理学完全不一样的心灵世界，它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心
理学关注“失败、问题、障碍”的消极模式，致力于研究“如何获得幸福”，以发展潜力、提升幸福
感为目标，倡导了一场“幸福革命”。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结束痛苦”，而是“更幸福”。
积极心理学把目光定位在对最理想的人类机能进行科学的研究，其目标是发掘个体、团体和社会良好
发展的因素，并运用这些因素来增进人类的健康、幸福，促进社会的繁荣。
　　一、积极心理学——关注幸福　　现代心理学实际上有三项任务使命：治疗心理疾病使所有人生
活得更幸福充实以及发掘并培养天才。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金投入的导向，研究者们转向了对心理障碍的研究，主要精力集中于第
一项任务，而放弃了后两项任务。
特别是美国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的成立，其目标更加支持对心理疾病而不是心理健康的研究，
病理取向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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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学科，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幸福的追求史，是不断探究
人的存在意义、存在方式、存在内容的反思史。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从心理学视角解读与量化幸福指数，对幸福感概念
、影响因素、心理机制、测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编制了本土化、综合化的幸福感测评工具——《
综合幸福问卷》（HHO），汇集作者系列幸福感专题研究，从不同侧面研究与探索“幸福是什么”的
问题。
积极心理学以关注幸福、解析幸福及提升幸福为己任，研究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帮助人们走
向幸福。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操作性和可读性，可供心理学
专业工作者阅读，同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改善生活质量，增强幸福的知识、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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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 研究方法　　幸福感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领域。
幸福学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生命科学、精神病理学等学科，本研究
立足心理学领域幸福感研究，同时吸收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目前兴起的幸福学的有关研究思想
，尝试跨学科、综合性、全景式的研究策略，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
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期全面揭示幸福感的本质。
问卷编制采用经典测量理论，统计采用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多种统计技术。
　　3.主要研究结果　　3.1 系统文献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幸福感研究的思想与技术成果
。
要掌握一个事物的实质，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它的历史与发展，古人云：“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
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人之途。
”因此，研究幸福问题，明了幸福感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幸福感发展与演化的历史，这样，才能站在
历史的高度上把握幸福感。
　　本研究对国外幸福感有关研究成果（研究范式、概念模型、相关研究、理论发展、测评技术等发
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文献分析，而不仅仅局限在测评领域，目的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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