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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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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安徽省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采用幼儿教师心理资本问卷，对 402 名幼儿教师

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总体上较为乐观；幼儿教师学历水平越高，心理资本越高；城

镇园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平均分普遍高于乡村园幼儿教师；转岗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平均分

普遍低于幼儿园的正式教师；幼儿教师心理资本随年龄及教龄的增长而提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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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提出，后经美国盖勒普组织 Luthans 教授及其同事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角

度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 Luthans 教授的观点，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其特征是：对目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的归因（乐观）；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愿意付出努力

并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自信）；坚持目标，不懈努力，必要时能够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希望）；遇到挫折和逆境时，

能够坚持，并最终战胜困难（韧性）
[1]
。心理资本是个体的基本心理力量和状态，是积极的、独特的、可以测量的、可以开发的

[2]
。

心理资本的概念提出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心理资本的概念、结构及其测量、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心理资本的作

用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廖军和、王思阳、毛晋平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心理资本与工作卷入、

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离职意向、职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5]

。因此，了解不同群体心

理资本现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开发与提升策略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指导下，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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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学前教育，通过特岗计划、小学教师培训后转岗、接收免费师范生、公开招聘等多种途径，充实幼儿园教师队伍,学前

教育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
[6]
。与此同时，关于幼儿教师虐待幼儿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成为社会焦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

此，了解我省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推动研究者对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测量、开发与运用，为提升幼

儿教师心理素质，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利用安徽省“国培计划（2014）”项目实施的机会，整群选取参加培训的幼儿教师 412 名，发放问卷 412 份，回收有效问

卷 402 份，有效回收比率为 97.6%。其中“幼儿园转岗教师‘送培送教’项目”学员 204 名（以下简称“转岗教师”），“幼儿园

教师‘送培送教’项目”学员 198 名（以下简称 “正式教师”。402 名幼儿教师学员分别来自安徽合肥、安庆、芜湖、铜陵、

池州、马鞍山、宣城、黄山、淮北、淮南、蚌埠、阜阳、亳州、六安、滁州、宿州 16 个地级市，基本能够代表安徽幼儿教师群

体。

2.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是根据张文硕士以 Luthans 等编制的心理资本量表为基础改编的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问卷修订的幼儿教师心理资

本问卷，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a)系数为 0.834，分半信度系数为 O.732，符合统计学要求；也与

Luthans 等人的研究相符合。该问卷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等四个因子，共有 19 个题目，其中 13 题正向计分，6 题反

向计分。全部采用李克特六点量表，从 1～6 进行计分，其中非常不同意为 1，不同意为 2，有点不同意为 3，有点同意为 4，同

意为 5，非常同意为 6。

3.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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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描述统计

由表 2 可知，安徽省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处于中上水平，各维度的均值均在 3.5 以上，四个维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自信、韧性、

乐观和希望。

（二）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差异检验

研究对安徽省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其 4 个子维度在年龄、教龄、学历、学校类别和教师类别等不同变量间的数据进行了

分析，由于男幼儿教师比例过小，因此在心理资本比较中没有与女幼儿教师进行比较。

1.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

由表 3 可知，无论是总分，还是各维度分，本科以上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均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幼儿教师；除“希望”

维度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认为，除“希望”维度外，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不同类别学校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

由表 4 可知, 城镇园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均分普遍高于乡村园幼儿教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3. 转岗幼儿教师与正式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

由表 5 可知, 转岗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的平均分普遍低于幼儿园的正式教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不同年龄及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

由表 6 可知，不同年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平均分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过 LSD 事后检验表明，在“自

信”维度上，45 岁以上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它两个年龄段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在“乐观”维度上，只有 45 岁以上幼儿教师和 25 岁以下幼儿教师间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希望”和“韧

性”两个维度上，各年龄段间均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资本水平不断提高。

5.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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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 可以看出，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在“自信”“希望”“韧性”三个维

度上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经 LED 事后检验表明，在“自信”“希望”和“韧性”三个维度，教龄为 5 年以下的幼儿教师与

其他两个年龄段幼儿教师心理资本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上，而其他两个年龄段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乐观”维度，只有教龄

在 5 年以下和 5～10年的幼儿教师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 影响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的多元回归分析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筛选，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年龄、学历、学校类别和教师类别，回归系数均达到

显著，四个变量共同解释因变量 22.6%的变异量，心理资本的线性回归方程为：心理资本=3.877+0.281×年龄+0.295×教师类别

- 0.201×学校类别- 0.208×学历。详见表 8。

四、讨论

1.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总体处于中上水平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均分都大于 3.5 分，说明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处于中上水平，表明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水平较为

乐观。这与张文
[7]
关于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的研究，赖小霞

[8]
关于中学教师心理资本的研究，以及石变梅

[9]
关于高校教师心理资

本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不同层次教师心理资本普遍较好。

2.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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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学历水平越高，心理资本越高。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

了高学历教师更具有竞争力，而且高学历教师也容易取得幼儿家长的信任，有助于增强幼儿教师的自信心。因此，学校应该提

供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幼儿教师取得更高的学历，从而提升其心理资本。

3.不同类别学校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园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显著高于乡村园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后续访谈表明，导致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种：①乡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软、硬件条件与城镇幼儿教师之间有一定的差距；②乡村幼儿园管理缺乏科学

性和规范性，工作氛围不浓厚；③乡村幼儿家长对幼儿及幼儿园的关注不如城镇幼儿家长；④乡村幼儿教师所占用的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自我提升机会较少，自我效能感不高，使命感、责任感易缺失。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乡村幼儿园的

扶持力度，在教育资源配置、教师的工资待遇、教师选聘、教师进修和培训等方面给予倾斜；幼儿园也应加强对幼儿教育的宣

传力度，让幼儿家长及社会更多了解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给幼儿教师更多关爱和支持，真正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化发展，增

强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

4.转岗幼儿教师与正式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转岗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显著低于原有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为尽快适应我国目前新建、改扩建幼儿园而

导致的幼儿师资严重匮乏的现状，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小学富余教师经过培训合格可转入学前教育”

的精神，全国许多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已经或者正在转入学前教育
[10]

。这些教师虽然已有多年中小学

教学经验，但幼儿园的工作性质与教育对象与中小学明显不同，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后续访谈表明，转岗幼儿教

师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学前教育理念、幼教专业知识和“游戏化”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导致自身在幼儿教育过程中

的无力感，心理资本水平降低。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转岗教师的后续培训，延长培训时间，更新培训内容。在

教育价值观、科学的儿童观和活动观等方面，重构专业理念，尽快实现转岗幼儿教师的“角色转换”，提升转岗幼儿教师的心理

资本。

5.不同年龄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各维度心理资本水平均随年龄及教龄的增长而提升，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在自信、希望和韧性三个维度上差异非常显著。这与张文（2010）
[7]
关于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的研究结果

不尽相同，尤其在“希望”维度上与张文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这可能与近几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务

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相继颁布,各省市纷纷出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教育事业呈现大好发展态

势, 幼儿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幼教工作产生较为强烈的职业认同有密切联系。在“自信”和“韧性”维度上，差异显著的原因

可能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幼儿教师积攒了一定的幼教经验，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来教导幼儿，更能体验到自我效能感；在面对困

难和挫折时，他们比年轻教师有更多的教育经验，每经历一次挫折，对于不利情境的坚韧性就会变得更强，也让教师的韧性增

强。在“乐观”维度上，随着年龄和教龄的增长，心理资本水平也有提升，但不如其他维度那么明显，这可能与乐观这一人格

特质具有一定的遗传性有关联
[11]
，提升幅度不如其他维度明显。

6.年龄、学历、学校类别和教师类别是影响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因素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年龄、学历、学校类别和教师类别是影响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因素。四

个变量共同解释因变量 22.6%的变异量。而教龄这一因子被排除在外，而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差异是显著的，但是没有

进入回归方程，可能因为本次调查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转岗教师”，这部分老师虽然有一定时间的小学教育工作经验，

但缺少幼教工作经验，影响了从事幼教工作的心理资本。导致教龄没有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加强对转岗教师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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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重塑专业理念，尽快实现角色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五、结论及建议

1.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较为乐观。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均分都大于 3.5 分，处于中上水平。

2. 不同学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学历水平越高，心理资本越高；不同类别学校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

异，城镇园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显著高于乡村园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转岗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显著低于原有幼儿教师的心理资

本；不同年龄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各维度心理资本水平均随年龄及教龄的增长而提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3. 建议通过鼓励幼儿教师提高学历、指导青年幼儿教师进行职业规划、缩小城乡幼儿园在软、硬件方面的差异、强化转岗

教师培训等方式提高幼儿教师心理资本。

六、不足及展望

1.关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本次研究样本来源于参加安徽省“国培计划”项目的学员，而“国培计划”项目学员中多为公立幼儿园的教师，因此，本

研究结果无法体现私立幼儿园教师心理资本现状。而私立幼儿园在整个幼儿园布局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后续研究要注意

拓展研究样本的广泛代表性。

2.关于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

心理资本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其影响因素也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因此，后续研究还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进一步关注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动态性和社会环境对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影响，重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有机结合；②从影响因素着眼，

对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进行干预研究，提供必要的咨询与辅导；③应在幼儿园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视角下研究幼儿教师的心理资

本，并充分考虑心理资本对幼儿教师健康发展和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双重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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