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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心理资本问卷》(PCQ )、《工作投入量表》及《高中

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三个问卷，选取山西省某两所高中共 300名教师

为研究对象，目的：本文通过探讨高中教师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的关

系，分析工作投入在其二者中是否起着中介作用，希望丰富中国高中教

师职业幸福感研究的理论体系，推进优质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至少为提升教师的生命价值和职业幸福感提供建议。

本研究结果如下：

（1）男女教师在心理资本的自信、希望以及心理韧性维度上差异显

著，与女教师相比，男教师在自信、希望和心理韧性维度上的得分高很

多；教师心理资本的乐观维度在班主任与非班主任间的差异显著，非班

主任的心理资本乐观维度得分更高；教师心理资本的心理韧性维度在教

师教龄上差异显著；教师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教师所教科目上差异均

显著。

教师工作投入的奉献维度在男女间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教师的工作

投入奉献维度得分更高；教师工作投入的活力、专注维度在教师学历上

差异显著，取得大专学历的教师在工作投入活力维度、专注维度上的得

分显著小于被授予学士学位的教师；教师工作投入的活力和奉献维度上

在教师每天上课节数上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职业幸福感在教师学历上的差异显著，大专学历的教师在职业幸福

感得分上显著小于被授予学士及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2）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教师心理资本与职业幸

福感显著正相关，工作投入与职业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3）心理资本能正向预测工作投入，但其对职业幸福感无显著预测

作用，工作投入对职业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4）工作投入在高中教师心理资本和职业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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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PCQ),
"job involvement scale"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happiness three questionnai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 two
high 300 teachers in Sh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happiness, analysis of job
involvement in the two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t is hoped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Chinese
high school teacher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team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at least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ife value and professional happiness of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Male and female teach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self-confidence, hop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mpared with female teachers, male teachers score
much higher ; class teachers and non-class teach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ptimistic dimension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non-class teacher scores higher;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dimensions of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different teaching year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subjects taught by the teacher.

The dedication dimension of teachers' work inpu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male teachers score higher; the
vitality and focus dimension of teachers' work input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eachers with college degree sco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teacher who was awarded the bachelor's degree; the
difference in the vitality and dedication dimension of the teacher's



IV

psychological capital reach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in the numbers
of classes per day.

Teachers' professional happines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eachers with college degrees have significantly less
scores than those who have been awarded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2)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job
involvement,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well-being, and job involve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well-being.

(3)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positively predict job involvement, 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ppiness. Job
involvement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occupational happiness.

(4) job involvement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happiness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Key words: High school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essional
happiness;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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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在国家的发展与富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教师则是教育发展及其质量提

升的关键。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教育情意与心理品质、工作表现等直接决定着

教师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影响着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与心理健康。因此，教师心理

的研究正成为教育学、心理学学者关注的焦点。

根据人的发展规律，高中阶段的教育目标偏向于知识的传授，且相较于初中，

课业的难度与内容都有明显的增加，导致教师的备课与讲授、辅导任务相较于其他

阶段的教师更多，由此高中阶段的教师容易产生身体上的疲倦。在我国，高中阶段

的学习，通过高考成绩直接决定学生是在什么水平的大学继续学习，或者能否继续

接受教育，进而影响学生之后的职业选择等问题，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人的一

生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生和家长对高中的学习更加重视，对取得好成绩有更高的

期待。由于高期望，家长会更多监督教师的工作，教师除去日常的授课任务，还需

要额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应对家长提出的问题；因为学生的高期望，教师在

学校的状态更像是在战场上的状态，教师长期处在学生学习所营造的紧张氛围中，

集中备课、反复钻研高考考试大纲、认真批改学生作业、课间为学生辅导答疑、管

理学生、组织考试、评阅试卷等，教师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些都迫使

教师绷紧“弦”，耗损教师大量的心理能量。身体、心理能量双重损耗下，教师容

易产生焦虑、压抑、忧郁、暴躁等消极情绪，进而容易产生较严重的职业压力和职

业倦怠。面对此种现状，仅提升教师的薪资待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积极关注高

中教师的心理健康，改善其职业心理现状，促进其积极、自信地开展工作应成为教

育学与和心理学重点研究的问题。只有教师的健康发展，学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

育”，才能促进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创新，增强国家实力。

本文试图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个体影响因素，引

导教师积极培养胜任繁重工作任务的内在心理品质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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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职业幸福感

1.1.1 职业幸福感的定义

社会实践发现，当外在因素到达一定程度，改善工作环境、员工的薪资待遇不

再能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为提高员工的生产率，有效提升工厂的效益，组织行为

学领域专家研究发现，员工内在的因素也会对员工绩效产生影响。由此，“职业幸

福感”的概念出现在积极心理学领域。

国内外学者都对职业幸福感有过一系列的研究，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

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尚未达成一致观点。国外学者琼
[1]
认为在工作领域对自身的积极

评价组成了职业幸福感，包括情感、动机、行为、认知和身心等内容；国内研究学

者更偏向于职业幸福感是个体愉快的工作体验，束从敏
[2]
认为其是在充分表现个性、

完成任务、维持生活的连续性的活动中感受到的幸福感。结合教师工作的特点和教

育活动的特殊性，肖杰
[3]
提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是指个人教学活动中按照自己认为

正确的工作标准产生的体会，是一种持续、稳定、快乐的体验；檀传宝
[4]
认为其意义

是教师实现教育理想的生存状态，但这种生存状态是在工作中产生；在刘次林
[5]
、王

传金
[6]
看来，这一概念是指实现职业理想、达到马斯洛最高层次的需求后的快乐体验，

或是愉悦的精神状态。本文经过比较，参照现行认可度最高的琼对职业幸福感的操

作定义。

1.1.2 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因素

不同的人对职业、教师职业有不同理解，因此对教师职业幸福感有不同的定义，

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社会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社会因素可能包括家长对教师的评价、社会

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要求与期望以及对其地位的认可度。例如，肖杰[3]发现社会评价高

的学校中的教师比评价低的学校里的教师自我觉察到更多的幸福。好学校相较差学

校的教师，会得到更多的赞扬，也会收到更高的期望。

（2）组织因素

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组织因素包括人际关系，学校管理模式和领导的态度。

姜艳[7]研究发现有 8种因素会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其中包括与同事、学生、领导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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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际关系；刘荣秀[8]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发现农村教师幸福的主要来源是学

生对教师的依恋和爱、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肯定与支持；贾会彦[9]认为教师自身能否与

同事、领导和谐相处，能否和学生一起发展、进步，领导、学生家长是否对该教师

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以及教师工作和工资的稳定性，四方面因素会共同作用从而

影响教师职业幸福的获得。

（3）职业因素

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职业因素包括教育的工作状况以及待遇。涂元林[10]在他

的研究中指出，中国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较低，这往往使教师感觉自己所花费的与

回报并不成比例。经 Kinnunen和 Ulla[11]研究发现，不同科任教师和不同水平的教师

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差异。

（4）个人因素

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态度、教学能力和自我期望。曹建强[12]发现有积

极选择职业动机的近 50%教师表示“经常”和“始终”地体验幸福，在选择职业方

面持有悲观、负面、消极动机的教师只能偶尔体验幸福。他定义“受自己喜欢的老

师的影响”、“父母安排”、“自己对学生的爱”为积极选择职业的动机原因，定

义“急切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活”、“命运的安排”为消极的选择职业的动机和原

因。

1.1.3 关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追踪和大范围的调查，采

用用各种方法测量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分析其影响因素。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小学、

初中、大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比重较大，大多研究都发现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偏

低。比如王燕妮[16]在研究中发现，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大部分无法在工作中体味

到幸福感，甚至已经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厌倦；杨卫忠[13]发现在调查的被试中，50%

的教师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基本不幸福甚至完全不幸福；尹津慧[14]在对 228位高中教

师进行调查后发现，仅有 32.46%的高中教师有职业幸福感。

1.2心理资本

1.2.1 心理资本的定义及构成

心理资本同很多心理学概念一样，最先由组织行为学家们提出，经过多位学者

多年的研究，现在关于心理资本的概念，现在主要有三种定义。特质(trait)论将心理

资本看作一种人格特质，其受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的影响； Luthans 和 Avolio[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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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state)论把心理资本当作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促使个人产生积极的行为，从而提

高效率的状态。综合论持心理资本是以上两种理论结合的观点，即状态、特质二者

兼有的心理素质。

关于心理资本的结构，二因素说认为其由自尊和控制点两个方面构成，自尊是

一个复合概念，控制点指的是个人对事物产生发展原因的看法，是内控还是外控[16]。

三因素说认为其由希望 、乐观和坚韧性三个积极因素组成[17]，四因素说认为其包含

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维度，而多因素说则认为应将其看成是一个不

断向前演进变化的概念，只要合乎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要素都可以

当做是心理资本必须具有的实质或本质组成部分。

本文采用 Luthans提出的定义，认为心理资本是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的一种积

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而非倾向性的先天特质，它包括自我效能感（或自信）、乐观、

希望、韧性四个因素[15]。自信即对自己能完成某一特殊情境中的任务的信任程度[18]，

乐观指将失败外归因，成功内归因的解释风格[18]，希望是对事件能成功所持有的积

极动机状态[19]，坚韧性表现的是人在逆境中的恢复能力[20]。

1.2.2 国内外有关心理资本的研究

国内外对心理资本在职场中的作用己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大量研究结果表

明领导和员工的工作绩效、态度以及满意程度等会受到心理资本的积极影响。如

Peterson和 Luthans研究表明，希望水平相对比较高的管理人员，其管理辖区内的部

门工作绩效相对高，下属的留职率和满意度也较高，Luthans等人发现，员工希望、

乐观、弹性的积极状态结合为心理资本的核心结构时，与上级评定的绩效显著相关

[21]。已有研究显示，在职工的人力、社会、心理三种资本中，他们的工作态度受心

理资本的影响更大[22]。国内学者仲理峰等人将 Luthans 的上级评定绩效换为工作绩

效、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并觉察到这些因素受到该定义下的心理资本的正性

影响[23]。柯江林等人证明，人力、社会、心理三种资本中，任务绩效与附加绩效受

心理资本的影响最强[24]。

在心理资本心理学和教育领域中，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特征及其对教师工作投入、

工作倦怠的影响方面。在心理资本的特征研究中，发现高校男性教师的自信、韧性

比女性高，女性教师乐观水平比男性高；教师教龄在15年以上的心理资本比15年以

下的高，已婚有子女教师的心理资本水平比未婚和已婚无子女教师的高[25]。在研究

心理资本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过程中，发现教师心理资本对其职业的工作倦怠有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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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是正面、负面两种方向的作用共存的双过程[25]。

1.3工作投入

1.3.1 工作投入的概念与结构

和很多概念一样，工作投入现在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无统一的观点。

Kahn[26]最早提出该概念，认为其是指“组织成员控制自己使自己与融入工作角色”，

其包括生理、认知和情感三种投入。Schaufeli等则认为，该概念是指有持久、弥散

性特点的与工作有关系的情绪、认知状态，并把其分为活力、奉献、专注三维度[27]。

活力对应心理韧性，努力工作但不觉疲乏，奉献即全身心的担起岗位职责，敢于接

受工作挑战；专注指工作中全情投入不分心[28]。Britt在前人基础上，定义其为组织

成员对自己工作成绩、效果有将其做好的责任感，承诺意愿，并且将工作绩效与自

身紧密联系的状态，即把该概念分出责任感、归属感和绩效作用知觉三维度[29]。在

国内的研究中，徐艳指出，工作投入是指个体的一种工作意愿，愿意认可、着重关

注并热情投入到工作中的意愿[30]。李锐则认为这一概念是指组织成员面对工作而产

生的积极的和完整的情绪、认知状态[31]。本文采纳 Schaufeli的定义，使用其编制的

UWES 量表。

1.3.2 国内外工作投入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工作投入的研究在其影响因素和结果方面都有涉及。其影响因素主要

存在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性以及工作特征三个方面。有研究表明工作投入与员工

年龄、职业类型相关[32]。具有坚韧[33]，外向、灵活性[34]等个人特质的员工投入在岗

位工作中的程度更高。工作中的控制感[35]、主管支持[36]以及个人感觉到的绩效反馈

[37]、组织公平[38]与员工工作投入有关。工作投入常常会影响员工在工作当中的态度

与行为。比如工作投入可以预测工作满意度[32]、组织承诺[39,40,41]。在行为方面，工作

投入高的个体，个体绩效[42]、所在组织绩效[43,44,45]正相关。

针对教师群体下，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影响因素方面。比如盛建森[46]研

究结果显示，性别与年龄会影响个体的工作绩效，教师中的女性相较于男性，在工

作中的投入程度更深，且教师工作投入随教龄增长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有起伏的

呈阶段性的波浪形上升。刘志华，郑航芝[47]发现，诚信型的领导风格可促进初中教

师的工作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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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心理资本、教师职业幸福感、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

1.4.1 心理资本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系

有大量研究发现，积极心理资本可以提升教师的个人绩效、改善他们的态度行

为、减少职业倦怠，提升职业幸福感。有学者发现，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会产生

交互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后者亦可反过来作用于前者，对其提升和发

展产生一定的作用[48]。具体而言，吴伟炯等对 1566 名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资

本通过两个过程，一是激发动机，二是补充能量对职业幸福感产生作用[25]。张二勇

等认为心理资本有利于教师希望，乐观、自信、韧性方面的培养，能促进教师的自

我提升和实现，从而提高职业幸福感[49]王钢等人在对中国成都、重庆两地和新西兰

某市的幼儿教师的调查后发现，心理资本是保护性要素，可显著增加幼儿教师的职

业幸福感[50]。

1.4.2 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心理资源理论认为，心理资本可以通过通过激发动机、调节组织成员的态度和

行为补充工作中消耗的工作资源与能量，增加个体工作投入。如赵玉娟[51]在常州市 5

所高职院校发放问卷后发现，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得分越高，其工作投入越高。

李力、廖晓明 2011年研究表示，可以通过提高心理资本各维度水平以提升心理资本

整体水平，增强工作投入水平[52]。毛晋平，谢颖[53]2013 年对 1701 调查发现提高教

师的心理资本可以促进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王静在 2015年对忻州市 600名年级、职

称、学历等人口学变量不同的初中教师的研究中发现，心理资本可解释工作投入总

体变异的 21.4%，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54]。

1.4.3 工作投入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系

我国关于工作投入和职业幸福感的研究不多，主要形成的观点是教师的工作投

入与他们在教师这一职业中感受到的幸福感的有极高的相关，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

赵斌调查 7省份不同年龄段、教授学段的 1171名教师后发现，工作投入一定程度上

正向预测职业幸福感[55]。王凤锦抽取 21名幼儿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投入高的

教师通常工作满意度高[56]。有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度高的组织成员，其工作倦怠以

及其他职业压力症状缓解程度大，生活幸福感高[57][58]。也有研究认为职业幸福包含

工作投入，比如张莹瑞 2017发表的文章显示，工作投入是高校教育管理人员的职业

幸福感的一个维度[59]。

综合而言，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我们推测心理资本正向预测高中教师职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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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工作投入可能在其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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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放眼已有关于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1）国家的发展靠的是新生代劳动力的发展，教师作为未来劳动力的培育者，

只有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他们才能全身心的投入教育当中，社会上才会有更多优

秀的人，国家才能更加富强。然而国内关于职业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企业

员工的研究较多，较少将目光聚集在教师群体中。企业员工与教师职业不同，教师

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教师的研究与企业员工应有所差异，研究结果应该不尽相

同。

（2）对于教育领域的研究重点上，目前关于职业幸福感的研究大多以教授幼儿

园、小学、初中与大学学段的教师为主，很少专门系统地研究高中教师群体的职业

幸福感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高中对每个学生来说是人生中最关键的阶段，理

应更受到关注。幼儿园、小学多注重学生人格、品质的培养，人格、品质问题不会

即时、严重的表现出来，但学习成绩会，高中生的学业成绩直接决定学生能否在优

秀的大学学习，能否在毕业后拿着优秀的学历去应聘、找到好工作，高中学段更偏

向于对学生知识、技能方面的培养，对个体的影响直接而巨大，因此，高中教师的

压力相较于其他学段的教师只多不少，今后学者的研讨方向应该更多聚焦到高中学

段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幸福感是个人的主观因素，乐观的人的幸福感相对悲观的人的幸福感可能更高，

这就关联到众多学者关注的心理资本这一概念。根据心理资本的理论，教师的心理

资本作为个体的内部工作资源，具有补充能量，促进其工作投入的作用。已有研究

表明，工作投入高的个体其职业幸福感极有可能也高。

2.2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中教师的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并

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心理资本可以正向预测高中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H2：心理资本可以预测高中教师的工作投入水平；

H3：高中教师的工作投入某种程度可预测其职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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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高中教师的心理资本通过影响工作投入进而影响其职业幸福感。

2.3研究设计

2.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山西某市高中教师为施测对象，共发放 300份问卷。收回 290份问卷，

经筛查后有效问卷 288份，有效率 96%。被试分布情况如表 1。

表 1 被试分布情况

属性 分类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68 0.24

女 220 0.76

婚姻状况 已婚 212 0.74

未婚 76 0.26

年龄 25 岁或以下 28 0.10

26-30 岁 74 0.26

31-35 岁 89 0.31

36-40 岁 48 0.17

41 岁或以上 49 0.17

教龄 0-1 年 42 0.16

2-5 年 87 0.30

6-10 年 64 0.22

11-20 年 58 0.20

21-30 年 31 0.11

31 年或以上 6 0.02

学历 大专 17 0.06

本科 215 0.75

研究生或以上 56 0.19

是否为班主任 是 75 0.26

否 213 0.74

收入 3万或以下 109 0.38

4-5 万 152 0.53

6-7 万 21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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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88

2.3.2 研究工具

（1）心理资本

本文采用 Luthans 等人编制、李超平翻译的中文版《心理资本问卷》(PCQ ) 。

该问卷总共 24题，自信、心理韧性、希望、乐观四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s5点计

分法，“完全不同意”记 1分，“完全同意”记 5分，总分越高表明心理资本水平

越高。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9，重测信度为 0.70，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889，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工作投入

本研究采用 Schaufeli 编制，国内学者张轶文、甘怡群修订的中国版《工作投入

量表》,该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共有 17 个项目。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1”到“5”分。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90，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923。

8-10 万 6 0.02

平均每天上课 3节或以下 147 0.51

4-5 节 89 0.30

6-7 节 22 0.08

8 节或以上 30 0.10

所教科目 语文 68 0.24

数学 42 0.15

英语 42 0.15

政治 25 0.09

地理 19 0.07

历史 17 0.06

化学 20 0.07

物理 15 0.05

生物 13 0.05

其他 27 0.09

学生类型 毕业班学生 90 0.31

非毕业班学生 19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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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幸福感

采用刘颖丽编制的《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共19题，五个维度:认知疲乏、

从业动机、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和成效感。其中认知疲乏维度4题，从业动机维度4

题，人际关系维度3题，身体健康维度4题，成效感维度3题，其中第19题为自评职业

幸福感，即问卷的单项目效度指标。问卷采用Likert5点式记分法，“非常不符合”

代表1分，“有些不符合”代表2分，“不确定”代表3分，“有些符合”代表4分，

“非常符合”代表5分。问卷的信效度良好。全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9，分

半信度为 0.806，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03。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问卷的构想

效度良好。对效标样本的测试表明，实证效度均达到规定标准。

2.3.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学方法，对山西某市两所高中教师实施

简单随机抽样调查，基于数据结果，在分析讨论后检验本研究的假设。步骤如下：

第一，查阅已有相关文献，在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目

的和测量工具。

第二，组织高中教师分时段分地点现场施测，采用纸质版问卷，在会议室将问

卷发放给被试。

第三，数据统计和结果分析。回收的数据并非所有都真实可靠，需要甄别与剔

除如下问卷：1、填写不全的；2、在填写过程中选项均填写一样的。在剔除无效问

卷后，将数据导入 SPSS21.0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并检验证实中介效应成

立的研究假设。

第四，根据数据结果，结合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提出提高该群体的心

理资本、工作投入水平及其职业幸福感的建议。

2.3.4 数据统计与处理

使用 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差异分析、方差分析和中介效应。

2.4研究目的

探讨高中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2.5研究意义

2.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集中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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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高中教师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职业幸福的现状；

（2）丰富职业幸福感在高中教师这一群体的教育领域中的研究；

（3）验证企业研究中发现的心理资本、工作投入、职业幸福感两两间的关系在

教师这一特殊团体中是否有同样的结论。

2.5.2 实践意义

本研究此方面的意义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为教育管理部门提升教师工作

效率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建议；其次，通过对现状的研究，引起科研领域、社会层

面对教师群体的关注，正确、合理引导社会对教师的评价、协调师生、教师与家长

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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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数据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防止其对结果产生影响，

采用 Harman单因子模型法检验，结果发现，有 13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能由第

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仅为 26.47%，小于临界值 40%，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同

源偏差。

3.1教师心理资本的描述性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为了解教师心理资本的特点，对性别、是否为班主任、教龄、学历、每天上课

节数及所教科目等变量进行了差异分析。结果显示：男女教师在心理资本的自信维

度(t=3.58，p<0.001)、希望维度(t=3.55，p<0.001)以及心理韧性维度(t=3.00，p<0.01)

上差异显著，与女教师相比，男教师在自信、希望和心理韧性维度上的得分高很多。

乐观维度中男女教师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结果见表 2）。

表 2 教师心理资本的性别差异（M±SD）

变量 男 女 t

自信 3.96±0.54 3.69±0.55 3.58***

希望 3.95±0.53 3.65±0.62 3.55***

心理韧性 3.72±0.43 3.50±0.55 3.00**

乐观 3.57±0.39 3.55±0.63 0.57

（p*< .01, p**< .05, p***< .001下同）

对教师是否担任班主任方面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乐观维

度在班主任与非班主任间的差异显著(t=-2.122，p<0.05)，非班主任的心理资本乐观

维度得分更高。而教师心理资本的自信维度、希望维度以及心理韧性维度在是否为

班主任上无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

表 3 教师心理资本在是否为班主任上的差异（M±SD）

变量 是 否 t

自信 3.76±0.64 3.75±0.53 0.252

希望 3.73±0.68 3.72±0.59 0.046

心理韧性 3.55±0.56 3.56±0.53 -0.084

乐观 3.45±0.53 3.58±0.44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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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教龄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心理韧性维度在教师教龄上

差异显著（F=2.616，p<0.05），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教师有 0-1年教龄的在心理

资本希望维度上得分大于 6-10年的，且达到统计学显著。在心理韧性维度上，有 2-5

年教龄的教师在心理资本的韧性维度上得分显著大于教龄在 31 年或以上的，且在

6-10年、21-30年和 30年以上教龄上形成链式结构，教书教了 6-10 年教师的心理韧

性得分显著小于 21-30 年的，21-30 年教龄教师是心理韧性得分显著小于 31 或以上

（结果见表 4）。

表 4 教师心理资本在教龄上的差异（M±SD）

变

量
0-1年 2-5 年

6-10

年

11-20

年

21-30

年

31 年及

以上
F 多重比较

自

信

3.69

±0.41

3.72

±0.51

3.70

±0.75

3.84

±0.48

3.75

±0.53

4.11

±0.55
1.045

希

望

3.89

±0.45

3.71

±0.61

3.56

±0.80

3.76

±0.48

3.80

±0.54

3.88

±0.71
1.787 0-1 年>6-10 年

**

心

理

韧

性

3.62

±0.49

3.55

±0.49

3.43

±0.73

3.52

±0.38

3.74

±0.39

4.03

±0.52
2.616*

2-5<31 年或以上
*

6-10 年<21-30 年
**

6-10 年<31 年或以上
**

11-20 年<31 年或以上
*

乐

观

3.57

±0.37

3.57

±0.46

3.43

±0.64

3.59

±0.37

3.62

±0.38

3.50

±0.33
1.110

对教师学历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教师学历上差异均

未到达显著水平。

对教师每天上课节数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上课节数

上差异均不显著。

对教师所教科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教师所教科目

上差异均显著，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语文教师在心理资本自信维度上显著小于数

学、地理、历史、化学及物理教师，英语教师在心理资本自信维度上显著小于地理、

化学及物理教师，政治教师在心理资本自信维度上显著小于物理教师，其他科教师

在心理资本自信维度上显著小于地理、化学及物理教师。在希望维度上，语文教师

得分显著小于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和历史教师，数学教师得分显著小于化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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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师，英语教师得分显著小于历史及化学教师、显著大于物理教师，政治教师

得分显著小于物理教师，物理教师希望的得分是所有科目教师中得分最高的。在心

理韧性维度上，语文教师得分显著小于数学、政治、化学及物理教师，数学教师得

分显著小于化学教师、显著大于其他科教师，英语教师得分显著小于化学及物理教

师，政治教师得分显著小于化学教师、显著大于物理教师，其他科教师得分显著小

于化学及物理教师。在乐观维度上，语文教师得分显著小于英语、历史、化学、物

理、生物及其他科教师，数学教师得分显著小于化学及生物教师（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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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师心理资本在所教科目上的差异（M±SD）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地理 历史 化学 物理 生物 其他 F 多重比较

自

信

3.53

±0.66

3.78

±0.45

3.70

±0.35

3.73

±0.50

4.02

±0.43

3.94

±0.63

4.01

±0.39

4.09

±0.77

3.77

±0.49

3.67

±0.57
3.394***

语文<数学
*
，语文<地理

***
，语文<历史

**

语文<化学
***
，语文<物理

***
，英语<地理

*

英语<化学
*
，英语<物理

*
，政治<物理

*

地理>其他
*
，化学>其他

*
，物理>其他

*

希

望

3.49

±0.78

3.70

±0.51

3.63

±0.55

3.70

±0.44

3.88

±0.47

3.98

±0.50

4.02

±0.62

4.12

±0.53

3.95

±0.52

3.69

±0.48
3.348***

语文<地理
*
，语文<历史

**
，语文<化学

***

语文<物理
***
，语文<生物

*
，数学<化学

*

数学<物理
*
，英语<历史

*
，英语<化学

*

英语>物理
**
，政治<物理

*
，物理>其他

*

心

理

韧

性

3.40

±0.47

3.62

±0.54

3.48

±0.50

3.64

±0.33

3.50

±0.27

3.66

±0.45

3.96

±0.51

3.82

±0.43

3.67

±0.48

3.36

±0.37
3.326***

语文<数学
*
，语文<政治

*
，语文<化学

***

语文<物理
**
，数学<化学

*
，数学>其他

*

英语<化学
***
，英语<物理

*
，政治<化学

*

政治>其他
*
，地理<化学

**
，化学>其他

***

物理>其他
**

乐

观

3.37

±0.61

3.44

±0.47

3.62

±0.37

3.52

±0.30

3.58

±0.45

3.70

±0.46

3.73

±0.45

3.70

±0.32

3.76

±0.34

3.62

±0.35
2.685**

语文<英语
**
，语文<历史

**
，语文<化学

**

语文<物理
*
，语文<生物

**
，语文<其他

*

数学<化学
*
，数学<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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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作投入的描述性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为了解教师工作投入的特点，对性别、教龄、学历、收入、每天上课节数及所

教科目等变量进行了差异分析。

对教师性别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教师工作投入的奉献维度在男女间存

在显著差异(t=2.552，p<0.01)，男性教师的工作投入奉献维度得分更高。而教师工作

投入的活力维度及专注维度在男女性别上无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6）。

表 6 教师工作投入的性别差异（M±SD）

变量 男 女 t

活力 3.85±0.57 3.63±0.63 0.569

奉献 3.81±0.51 3.65±0.63 2.552**

专注 3.64±0.57 3.51±0.62 1.918

对教师教龄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在该分类上差异均不显

著。

对教师学历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工作投入的活力(F=2.063,p<0.05)、专

注(F=3.638,p<0.05)维度在教师学历上差异显著，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取得大专

学历的教师在工作投入活力维度、专注维度上的得分显著小于被授予学士学位的教

师（结果见表 7）。

表 7 教师工作投入在学历上的差异（M±SD）

变量 大专 本科 研究生或以上 F 多重比较

活力 3.40±0.80 3.71±0.62 3.64±0.58 2.063* 大专<本科*

奉献 3.42±0.79 3.71±0.62 3.64±0.58 1.803

专注 3.19±0.76 3.58±0.57 3.49±0.67 3.638* 大专<本科*

对教师收入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教师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维度在教师收入上差

异均不显著。

对教师每天上课节数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资本的活力

(F=3.204,p<0.05)和奉献(F=2.948,p<0.05)维度上在教师每天上课节数上差异达到

统计学显著水平，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每天有 4-5节课的教师在工作投入活力维度

上显著大于上 3节或以下、6-7节及 8节或以上节课的教师。在奉献维度上，每天有

4-5 节课的教师在工作投入活力维度上明显大于上 3节或以下及 6-7 节课的教师。在

专注维度方面，教师每天有 4-5节课的在工作投入活力维度上明显大于只有 3节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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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以下及 6-7节课的教师（结果见表 8）。

表 8 工作投入在每天上课节数上的差异（M±SD）

变量 3节或以下 4-5 节 6-7 节 8 节或以上 F 多重比较

活力 3.63±0.60 3.84±0.59 3.48±0.67 3.57±0.73 3.204*
3节或以下<4-5节*

4-5 节>6-7 节*

4-5节>8节或以上*

奉献 3.63±0.61 3.84±0.51 3.54±0.61 3.61±0.77 2.948*
3节或以下<4-5节*

4-5 节>6-7 节*

专注 3.48±0.62 3.68±0.52 3.38±0.73 3.52±0.68 2.578
3节或以下<4-5节*

4-5 节>6-7 节*

对教师所教科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在教师所教科目上差

异均不显著。

3.3职业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为了解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特点，对教龄、学历及所教科目等变量进行了差异分析。

对教师教龄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教师教龄方面差异不显著。

对教师学历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幸福感在该分类标准上的差异显著，经事

后多重比较发现，大专学历的教师在职业幸福感得分上显著小于被授予学士及硕士

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结果见表 9）。

表 9 职业幸福感在学历上的差异（M±SD）

对教师所教科目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职业幸福感在该分类下差异不显著。

变量 大专 本科 研究生或以上 F 多重比较

职业幸福感 3.10±0.46 3.34±0.40 3.37±0.32 3.387* 大专<本科*

大专<研究生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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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与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教师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及职业幸福感三个变量做相关分析，发现：教师

心理资本的自信维度与工作投入的活力、奉献及专注维度存在正向相关，且达统

计学显著水平（r=0.568，p<0.001；r=0.461，p<0.001；r=0.466，p<0.001），与

职业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365，p<0.001）。教师心理资本的希望维度与

工作投入的活力维度、奉献维度及专注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r=0.722，p<0.001；

r=0.667，p<0.001；r=0.616，p<0.001），与职业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345，

p<0.001）。教师心理资本的心理韧性维度与工作投入的活力维度、奉献维度及

专注维度有显著正相关（r=0.621，p<0.001；r=0.565，p<0.001；r=0.564，p<0.001），

与职业幸福感相关是正向，且达到显著水平（r=0.270，p<0.001）。教师心理资

本的乐观维度与工作投入的活力维度、奉献维度及专注维度正相关显著

（r=0.496，p<0.001；r=0.425，p<0.001；r=0.447，p<0.001），与职业幸福感存

在显著正相关（r=0.327，p<0.001）。工作投入的活力维度与职业幸福感正相关

显著（r=0.415，p<0.001），工作投入的奉献维度和职业幸福感正向相关且达到

显著水平（r=0.353，p<0.001），工作投入的专注维度和职业幸福感正相关显著

（r=0.375，p<0.001）（结果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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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心理资本、工作投入和职业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1心理资

本自信

1

2心理资

本希望

0.671*** 1

3心理资

本心理

韧性

0.526*** 0.699*** 1

4心理资

本乐观

0.452*** 0.502*** 0.481*** 1

5工作投

入活力

0.568*** 0.722*** 0.621*** 0.496*** 1

6工作投

入奉献

0.461*** 0.667*** 0.545*** 0.425*** 0.803*** 1

7工作投

入专注

0.466*** 0.616*** 0.564*** 0.447*** 0.755*** 0.749*** 1

8 职业

幸福感

0.365*** 0.345*** 0.270*** 0.329*** 0.415*** 0.353*** 0.375*** 1

M 3.75 3.72 3.56 3.55 3.68 3.68 3.54 3.34

SD 0.56 0.61 0.53 0.47 0.62 0.60 0.61 0.39

3.5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与职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可知三者符合中介模型建立的条件。以下分析将把心理资本的

四个维度当作自变量，职业幸福感当作因变量，工作投入当作中介变量，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后发现，并非所有的路径均显著，模型整

体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2.061，p=0.005，AGFI=0.937，IFI=0.986，CFI=0.986，

NFI=0.973，TLI=0.978，RMSEA=0.061）（结果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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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拟合优度分析

职业幸福感

χ2/df 2.061

p 0.005

AGFI 0.937

IFI 0.986

CFI 0.986

NFI 0.973

TLI 0.978

RMSEA 0.061

由图可知，模型将心理资本当作自变量，把工作投入看成中介变量，职业幸

福感则置于因变量位置。其中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γ=1.76，

t=10.129，p<0.001），工作投入可以正向预测职业幸福感（γ=0.23，t=2.555，

p=0.011），针对本文所研究的群体，该群体的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无显著预

测作用（γ=0.18，t=0.954，p=0.34）（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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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使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对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职业

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18，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 0.405，心理资本

对职业幸福感的总效应为 0.585。模型的 95%置信区间为[0.025，0.197]，不包含 0，

证明此模型成立，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见表 12）。

表 19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分析

路径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

估计

平均间接效

应

95%的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心理资本--工作投

入--职业幸福感

1.76*0.23=0.405 0.405 0.025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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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心理资本

根据本研究结果，男教师心理资本的自信、希望、心理韧性三维度得分均显著

高于女教师，这与吴伟炯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5]。男教师比女教师更容易认为自己

有能力将学生教好，可能是由于女性的心思更脆弱敏感，学生的一举一动都会给女

教师带去负面的情绪，产生不自信感，同时社会对教师的刻板印象会认为教师就应

该由女性担任，从而对女性有更多的社会期望，为女教师带去更大的压力，降低自

信心。同时男性角色被赋予更多坚强的品质，不难理解其心理韧性高于女教师。

在教师是否为班主任方面，担任班主任的乐观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班主任的[11]。

班主任不仅要负责自己所带学科的成绩之外，还需通过协调科任教师，督促学生其

他学科成绩的提升，这比自己所带学科成绩的提升还要难，所以班主任很难对学生

的成绩有持乐观的心态。并且班主任因为要全面负责班级内的学生，相较于单纯科

任教师，还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在学生的品德、日常教育上，精力分散，很难有积极

的状态面对生活，面对学生，相较起来自然容易悲观。

4.2工作投入

根据笔者这项研究的结果，工作投入这一变量下，男教师的奉献得分显著高于女

性。男性相较于女性有更强的事业心，也有更多的时间放在对学生的教育教学上。

这一研究结果与盛建森的结果不一致[46]。女教师除了是一名伟大的人民教师外，她

还是家庭中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妻子身份要求她承担家务，从水电费的缴纳到蔬

菜水果的准备，从洗衣做饭到照顾公婆，无一不需“妻子”承担。但家庭中丈夫就

没有这么多的要求，丈夫只要做好养家糊口的工作就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优秀的丈夫，

这与他的社会定位一直，对于女性，就相当于有两份精力放在工作上，女性一份在

工作，一份在家庭。除去妻子身份，女性还扮演者自己孩子的“母亲”的角色。从

我们从小到大的家长会中，我们不难发现，给孩子开家长会的家长母亲偏多，侧面

反映了女性在孩子的教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孩子作业的辅导，上下学的接

送，学业情况，人际交往情况都需要“母亲”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总结就是女

性精力至少需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给孩子，一部分给家庭，还有一部分给工作。

即使三者不等分，女性对工作的投入也没男性三部分大多奉献工作的量大。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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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男性可以少部分的放弃家庭和孩子，更多把自己奉献给工作。用了大量时间

给工作，并不代表这部分时间中的男教师保持着高活力，不代表比女性活力高，奉

献与专注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本研究结果表明，是男是女不会影响专注度与活力。

教师工作投入的奉献维度在教师学历上无显著差异，但活力与专注维度在学历方

面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大专学历的教师在活力、专注

维度上显著小于取得学士学位的教师。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学的学习环境相较于大

专学习环境而言，更开放，有更多不同的刺激，有新鲜刺激，人就好像一直被注入

新鲜的血液，所以同样在一所学校任职，拥有学士学位的教师活力高于学历是大专

的教师的。同时，在高中毕业选择大专学习还是大学学习，很重要的指标是学习成

绩，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专注，但成绩相对不那么优秀学生一定不够专注，所以由

于就职前的环境塑造也好，天生的遗传因素也好，大学一定程度上把专注程度较弱

的学生筛选了出去，出现目前的研究结果：学历为大专教师的专注度显著低于被授

予学士学位教师的专注度。

教师工作投入三个维度得分在教师收入差异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教师工作

投入的活力和奉献维度上在教师每天授课节数方面存在差异显著；教师工作投入的

三个维度维度在其所教科目方面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4.3职业幸福感

根据本研究结果，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教师学历上差异显著，大专学历教师的幸福

感低于拥有学士，硕士及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学历是工作的敲门砖，学历越高，

起跑线越好，所以大专作为最低学历，拥有这个学历的教师在薪资待遇等方面显然

要低一些，而且学生可能尊敬程度相较于其他学历的教师也会低一些，这些都可能

影响、导致大专学历教师感受到的幸福感相对较低[54]。

除此之外，教师职业幸福感在其所教学科、教学年限上差异未达显著。

4.4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与职业幸福感的关系

笔者发现，心理资本、工作投入与职业幸福感两两相关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一

致[25][49][50]。心理资本、工作投入的维度内部相关度高，说明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信度

良好，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教师的心理资本可以正向预测该个体工作投入的得分[25][48][49]。心理资本大多反

映的是人积极的心理特征，心理资本雄厚的个体，面对生活也是向上的，乐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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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与工作投入有关联。具体而言，自我效能高的人，对自己有自信，更多时

候相信自己可以做成事情[18]。教师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带出优秀的学生，自

然愿意沉下心，把大量精力投入教师的工作当中，以此获得成功的愉悦感。教师心

怀希望，对所要做的事情抱有一种积极的心态[19]，他就会觉得自己带的学生都是有

潜力的，都是有可能考上好的大学的，那么为了这个希望，教师们也会愿意付出辛

苦。一般而言，乐观[18]的教师倾向于认为学生所获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己，

认为学生出现的失败会是暂时的，或是客观因素在起作用，相较于悲观的教师，他

们认为自己和学生一起努力努力就会收到好的成效，因此愿意在教学事业上花费更

多的心思与时间。在心理资本各维度中，最重要的是韧性，韧性高的人遇到挫折不

会萎靡不振，而会站起来重新开始[20]。心理韧性高的教师，不会轻易被困难击倒，

即使遭遇困难也会继续努力，自然工作投入相较更多一些。

个体的工作投入对其作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一方面，往往投入

越多，一定程度上回报越大。回报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成功，伴随成功而来的有自

我实现感，他人的赞许，这些都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工作投入会让个

体感受到本身的能力和价值，增强自信。已有研究发现，工作投入会影响员工的心

理和行为，工作投入高的个体更满意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更积极，更能体会工作

的价值[56]，印证工作投入对幸福感的预测。

前人研究表示，心理资本中积极成分高的人，比较容易看到事情积极的一方面，

也即幸福阈限低，易觉察到幸福。具体而言，目标是希望理论的核心要素[50]，希望

水平高的教师，会不断为自己树立目标，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会感到教学是享受，

是幸福；希望水平低的教师，缺乏目标，把自身的职业当作谋生的方法，单纯进行

机械性的工作，不用心，因此不会体会到自我实现的快乐，职业幸福感低下。自信、

乐观、韧性都是个体积极的品质，都会使得教师不断发现自己的潜能，释放自己的

潜能，在潜能发挥的过程和结果中增多对自身的正面评价，提升幸福感。但本研究

发现，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无显著预测作用，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与前人研究

也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心理资本雄厚，自身积极程度高，但他未把这种积

极的状态转入到自身职业上。教师可能不是被试所中意的职业，他们没有投入感情，

只把教师职业当作谋生手段，那么不论被试的幸福阈限有多低，可能都不会体验到

职业幸福干。

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投入在心理资本与职业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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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教师积极心理资本是通过工作投入影响职业幸福感的。也就是说，教师的希望、

乐观、自我效能、韧性等心理品质，只有通过教师投入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表现出活力、奉献、专注等，才能使教师体验工作的乐趣和价值，感受到职业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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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1）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工作投入及其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教师心理资

本、工作投入均与职业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

（2）工作投入可被心理资本正向预测，工作投入对职业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未达统计学差异水平。

（3）教师心理资本通过工作投入的完全中介作用对职业幸福感产生影响。

5.2建议

高中是学生一生中的关键期。人生的格调，一定程度上在高考这一个瞬间就会

决定，高中学习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国家的发展需要新的血液，需要新的活力

注入，把学生培养成栋梁之材，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对教师的关注，维护好教

师的生理、心理健康，小到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大到利于国家的发展，于国于民

都是大有裨益的。同时，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提升了，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选择教师这

一行业，有利于筛选出更多素质更高的教师。

5.2.1 心理资本方面

心理资本由四个方面组成：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

首先，教师自信可以通过为教师制定阶梯式的任务，将绩效细化成小任务。如

果直接定义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达成任务会有很高的奖励，不如将这个大的任务

分解成小任外，让教师逐步完成。人是难以对难以企及的目标做出自信的表现的。

把教师这种逐步完成任务的过程可以当作是一种自信的培养过程，每当完成一个小

目标，教师会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没有达到终极目标就意味着我不够优秀。

通过帮助教师找到小目标来提升教师的自信。比如可以把学生整体成绩提升到优秀，

比如说80分作为一个大目标，把班均分提升三分作为一个考评门槛，提升5分、6分、

7分作为不同的门槛，随着门槛的升高，给予越来越多的奖励，比如说绩效考核奖励。

这样就避免教师觉得班级均分没有达到80分是一件沮丧的事情，看不到自己努力的

结果，开始自我否定，自信程度降低的情况。

其次，“希望”可以通过招聘时给教师们明确的晋升空间，日常教学中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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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明确的赏罚制度，树典型来提高。心理资本中的希望是指意志与途径，有坚强

的意志，更容易对未来抱有希望，一旦不能坚持，就会对未来产生失望感，产生沮

丧的情绪。同时意志力坚强还需要在有道路的前提下，有太阳，意志力强的人才会

有更强的希望感。如果目光所及之处一片黑暗，意志力再坚定的人也会打退堂鼓，

不认为自己是有希望的个体。意志力可以通过为教师举办户外素质拓展培训来训练。

教师在活动中切身体会意志力坚定的人更容易看到希望，许多人都是“死在”黎明

前的那个晚上。

然后，教师心理资本的乐观可以通过多举办有关心理学的讲座、培训来提升。

乐观不只是遗传影响的，环境也会对个体的乐观程度造成影响。我们经常说父母的

性格会影响家庭中孩子的性格，也就是家长看问题习惯看到积极一方面的话，孩子

的思维方式也会是顺着父母的这种积极的方式。所以让教师参加一些积极心理学相

关的讲座，比如可以请一些专家来讲授相关认知理论，教会教师使用情绪ABC理论来

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工作中与学生产生矛盾冲突时的问题。这些讲

座活动在丰富教师生活，给他们机会跳脱工作，有一个放松的机会的同时，可以潜

移默化的影响教师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提升乐观程度。

最后，心理韧性需要教师在实践中提升，可以定期进行新老教师交流会，让新

手教师更快的了解自己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升自己的复

原与超越能力。

5.2.2 工作投入方面

心理资本是通过影响工作投入进而对职业幸福感产生作用的。因此，学校一方

面可以通过表彰先进典型，组织教师分享交流教学成果与乐趣，提升教师的职业认

同，激励教师间的工作“竞争”，加大教师的工作投入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培育

教师教研文化、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体等活动，为教师提供钻研教学、提升工作能

力的机会与支持，逐步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教育教学氛围，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积极的工作投入会使教师有机会体验学生的尊重与关爱，感受同事互助、自己解决

问题的乐趣，由此，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会得以提升。

5.2.3 国家社会层面

从社会层面入手,提高和促进教师心理健康、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提

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促进教师群体职业化的进程，同时通过媒体提升教师在公众

心目中的形象，引导公众的态度。使之改变对教师不切实际的期望，正确的看待

教师的教学工作及其对社会的意义，对教师和学校真实的贡献予以承认，形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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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从政策制定方面看，政府可以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教师的合

法权益，增加教育收入，改善教师的工资收入、住房、医疗等物质待遇。

通过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使得教师能够更精心、全面地培育学生，才能为祖国、

社会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1)本篇论文在取样时，选取了山西省某两所高中的300名高中教师作为调查对

象来进行发放问卷，所以样本数据可能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水平，需要更广、更多

数据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验证；

(2)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未来研究可以加入访谈法，提高信息

准确性、真实性。同时可以采取追踪研究，能和纵向研究相结合会获得更有用的结

果，从对实践指导有效性角度，研究职业幸福感在教师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探讨该群体职业幸福感的构成因素与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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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心理资本问卷》(PCQ )

1 我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2 与管理层幵会时在陈述自己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方面，我很自信。

3 我相信自己对单位战略的讨论有贡献。

4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我相信自己能够协助领导设定目标。

5 我相信自己能够与单位外部的人，比如家长等有效沟通，并讨论问题。

6 我相信自己能够向一群人同时陈述信息。

7 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陷入了困境，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出来。

8 目前，我在精力饱满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

9 任何问题都有很多解决方法。

10 眼前，我认为自己在工作上相当成功。

11 我能想出很多办法来实现我目前的工作目标。

12 目前我正在实现我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13 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很难从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前进。

14 在工作中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15 在工作中如果某项工作不得不去做时，我也能独立应战。

16 我通常对工作中的压力能泰然处之。

17 因为我以前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我现在能挺过工作上的困难时期。

18 在我目前的工作中，我感觉自己能同时处理很多事情。

19 在工作中，当遇到不确定的事情时我通常期盼最好的结果。

20 如果某件事情会出错，即使我明确地工作，它也会出错。

21 对自己的工作，我总是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

22 对我的工作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是乐观的。

23 在我目前的工作中事情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

24 工作时我总相信“黑暗的背后就是光明，不用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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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量表》

1 在工作中，我感到精力充沛。

2 我对工作富有热情。

3 当工作时，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4 工作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有能力胜任。

5 工作激发了我的灵感。

6 早上一起床，我就想去工作。

7 虽然有时工作紧张，但我感到身心快乐。

8 我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

9 我沉浸在我的工作中时，往往忘记了时间。

10 我可以连续紧张工作几个星期。

11 对我来说，我的工作是具有挑战性的

12 我在工作时会达到忘我的境界。

13 工作时即使感到疲惫，我也能很快恢复过来。

14 我对我的工作充满感情。

15 即使工作不顺利，我也能锲而不舍。

16 我觉得我的工作目的明确且有意义。

17 当我专心工作时，我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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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

1 我对于参与教学方法交流热情不高。

2 我能从高中教育工作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3 我老感觉学生私下会说我的坏话。

4 经常批改作业使我的颈椎出现了问题。

5 我很满意自己的课堂教学效果。

6 我对高中教学感兴趣。

7 在学校里，我感到同事间很疏远。

8 由于课时多，我的咽喉出现了问题。

9 我觉得我上的课受学生的欢迎。

10 我上课已经不需要再重新备课了。

11 我感到很自豪能够成为一名高中教师。

12 领导不关心我的工作。

13 工作给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

14 我能顺利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

15 我己经不想改进我的教学方法。

16 我认为高中教师是一份好工作。

17 我因工作问题出现过失眠或早醒的情况。

18 我懒得回答学生超过目前学习范围外的问题。

19 总的来说，我感觉自己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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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感谢在我就读期间刘老师对我的教育与辅导。作为非全日制研究生，相较于科班

出身的全日制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生，我在学术研究上自然是不比他们的，所以刘老

师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教导我，在刘老师的细心教导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

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对我自我提升的认同，在

我学习期间，为我打点生活中的事情，好让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我还

要感谢我工作单位的领导对我自我提升的赞同，一定程度减少我的工作量，为我潜

心学习创造了条件。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如果没有他们，我无法完成数据的收集。

我的研究生同学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我为研究苦恼时，是他们的关怀与鼓

励，是他们的自我暴露让我找到归属感，重拾信心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同时也是在

他们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我也要感谢这三年的我，没有放弃对

自我的提升，凤凰若想重生必须经过涅槃，感谢已经工作了的我，重新捡起学生的

身份完成学业的我，感谢曾经努力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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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你们辛苦了！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39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名：高星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汾阳市

个人简历：

学习简历：2008-2012：山西大同大学

2015-2019：山西大学

工作简历：2012-2014：汾阳市东关实验中学

2014-2017:汾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代课教师兼班主任

2017-2019:汾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高中代课教师

联系方式：18335856952

电子邮箱：570361406@qq.com



承诺书

40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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