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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现状调查
———以辽宁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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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现状，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问卷对 693 名幼儿教

师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维度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希望、乐观、自信

和韧性;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受教龄、婚姻状况、劳务关系和园所等级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为提高幼儿教师

的心理资本水平，幼儿教师应增强自我效能感，培育乐观品质，支持希望愿景，优化坚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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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心理资本( psychological capital) 是一种超越了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范畴，具有积极导向的、稳定
的、可开发的，并且能够对个体的工作绩效产生积极
影响的心理状态。［1］已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员工
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具有积极作
用。［2－4］因此，关注不同群体的心理资本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梳理以往国内外文献发现，心理资本研
究对象单一，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和医护人员，鲜少
涉及幼儿教师群体。幼儿教师的工作具有特殊性，

其往往面临诸多困境，如工作强度大、情感投入高、
社会地位低和工资待遇低等，这些现实问题极易使
其产生情绪耗竭和职业倦怠。研究表明，心理资本
可以有效缓解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提高其心理健
康水平，提高其工作绩效和职业幸福感。［2，5］ 基于
此，本研究探究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现状，为提高幼
儿教师的心理素质和工作绩效提供实践依据。

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取样法，分别选取沈阳、鞍山、

大连和葫芦岛的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
卷 7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93 份，有效率为 92．4%。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问卷，该

问卷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维度，21 个项
目。采用 Likert5 级 评 分 法，“1”表 示“非 常 不 同
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意味着幼儿教

师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问卷的模型拟合较好( x2 /
df = 2．215，ＲMSEA = 0．057，GFI = 0．907，NFI = 0．919，
CFI= 0．954，IFI = 0．954，ＲMＲ = 0．045) 。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43。

( 三)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

分析。

三、研究结果

( 一)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总体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总分为 3．85，

标准差为 0．69，表明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如表 1 所示。被试在四个心理资本维度的
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希望、乐观、自信、韧性。

表 1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描述统计量

维度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自信 693 1．00 5．00 3．93 0．86

希望 693 1．00 5．00 3．98 0．89

乐观 693 1．00 5．00 3．94 0．88

韧性 693 1．00 5．00 3．85 0．86

心理资本 693 1．33 5．00 3．85 0．69

( 二)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1．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差异分析
对教龄的 F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教龄的幼儿教

师在心理资本总分及其自信、乐观、韧性维度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心理资本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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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信维度方面，教龄 1 年以内、1—5 年的幼儿教
师显著高于 6—10 年的教师; 在乐观与韧性维度上，

教龄 1—5 年的幼儿教师显著高于 6—10 年的教师。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教龄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差异分析( M±SD)

维度 自信 希望 乐观 韧性 心理资本

1 年以内 4．05±0．68 3．97±0．92 3．99±0．72 3．86±0．89 3．97±0．65

1—5 年 4．03±0．76 4．06±0．82 4．07±0．77 4．00±0．77 4．04±0．65

6—10 年 3．76±0．97 3．90±0．95 3．82±1．01 3．72±0．95 3．80±0．85

11—15 年 4．19±0．84 4．04±0．81 3．95±0．99 3．93±0．67 4．03±0．71

15 年以上 4．12±0．67 4．15±0．81 4．13±0．69 3．96±0．65 4．09±0．68

F 6．059＊＊＊ 1．383 2．860* 3．408＊＊ 4．034＊＊

p 0．000 0．238 0．023 0．009 0．003

注: *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下同。

2．不同 婚 姻 状 况 幼 儿 教 师 心 理 资 本 的

差异分析
对婚姻状况的 t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

的幼儿教师仅在自信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已婚幼
儿教师的自信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未婚教师，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婚姻状况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
差异分析( M±SD)

维度 自信 希望 乐观 韧性 心理资本

未婚 3．84±0．80 3．98±0．82 3．92±0．85 3．85±0．85 3．90±0．69

已婚 4．01±0．90 3．99±0．95 3．97±0．91 3．86±0．88 3．96±0．80

t 6．549* 0．018 0．493 0．028 1．048

p 0．011 0．894 0．483 0．868 0．306

3．不同劳务关系幼儿教师心理资 本 的

差异分析
对劳务关系的 t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劳务关系

的幼儿教师在自信和韧性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编幼儿教师的自信和韧性水平显著高于非在编教
师，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劳务关系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
差异分析( M±SD)

维度 自信 希望 乐观 韧性 心理资本

在编 3．99±0．89 3．99±0．82 3．95±0．81 3．95±0．73 3．93±0．64

非在编 3．85±0．79 3．98±0．93 3．95±0．93 3．81±0．93 3．93±0．81

t 4．570* 0．057 0．004 4．031* 0．003

p 0．033 0．811 0．952 0．045 0．958

4．不同园所等级幼儿教师心理资 本 的

差异分析
对园所等级的 F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园所等级

的幼儿教师在自信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经多重

比较发现，未评级幼儿教师自信维度得分显著低于
其他园所等级的教师，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园所等级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

差异分析( M±SD)

维度 自信 希望 乐观 韧性 心理资本

未评 3．79±0．82 3．94±0．83 3．84±0．86 3．80±0．87 3．84±0．68

一、二星级

( 二级)
3．95±0．88 3．95±0．94 3．93±0．95 3．84±0．89 3．92±0．81

三、四星级

( 1 级)
4．08±0．76 4．02±0．86 4．07±0．78 3．95±0．79 4．03±0．69

五星级

( 示范园)
4．05±0．95 4．08±0．90 4．08±0．86 3．92±0．85 4．04±0．79

F 3．854＊＊ 0．686 2．531 0．963 2．271

p 0．009 0．559 0．056 0．410 0．079

四、讨论

( 一)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水平整体

较高，这与杨牟茜的研究结果一致。［6］究其原因，可
能与幼儿教师所体验到的社会支持有关。近年来，

我国相继颁布了不少促进教师发展的政策文件，不
断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和幼儿教师的培训力度，

教师的工资待遇和园所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其职业
吸引力明显增强，这势必影响教师的心理资本。值
得注意的是，被试教师的韧性维度得分最低，这可能
是因为当前我国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良莠不齐，不
少幼儿教师的价值理念、专业技能无法满足职业需
求，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比较吃力，容易感受到更多的
挫折感，继而阻碍其韧性发展。

( 二)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受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受教龄、婚姻关系、劳务关系

和园所等级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教龄上，幼儿教师
心理资本呈“先上升后降至最低，后上升至最高”的
发展趋势。入职初期的教师在处理工作问题时经常
找不到恰当的处理方式，容易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
力和挫败感。而随着教龄的增加，幼儿教师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不断从幼教难题的解决中获得自信与
成长，心理资本也随之提升。斯奈德认为，人生的阅
历能够影响个体的心理资本状态，丰富的相关经历
有助于个体从困境中快速恢复。［7］在婚姻状况上，已
婚幼儿教师的自信水平高于未婚教师，这可能是因
为稳定的婚姻关系有利于拓宽个体的社会网络。已
婚教师在面对工作压力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和安全感。在劳务关系上，在编教师的自信和韧性
水平显著高于非在编教师。这可能是因为在编的幼
儿教师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较好的福利待遇和制
度保障，能够安心地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进而感
受到更强烈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在园所等级上，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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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级越高，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这可
能与不同等级幼儿园所配置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有
关。低等级幼儿园在硬件和软件设施方面都与高等
级幼儿园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在硬件设施上，低等
级幼儿园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
先进的教学设备和良好的办公条件; 在软件条件上，

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机制欠缺、缺乏人文关怀。
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低等级幼儿园的教师产生不满
情绪，继而影响其心理资本。

五、建议

( 一) 增强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
提升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首先，体验成功。园所管理者应对幼儿教师
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让其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
从事擅长的工作，使其在获取成功经验的过程中实
现自我效能感的螺旋上升。其次，园所管理者应通
过树立榜样、开展先进评比活动和观摩优秀教师教
学等替代性强化方式，使幼儿教师在学习他人的成
败中形成稳定且持久的自信。最后，园所管理者应
优化幼儿园内部评价和激励机制，对幼儿教师的工
作给予及时的肯定与积极的反馈，如开展教师表彰
大会等活动，对表现优异的教师进行表扬和鼓励。

( 二) 培育幼儿教师的乐观品质
乐观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能够帮助幼儿

教师积蓄力量面对挫折。对幼儿教师乐观的培养，

可以运用以下三种策略。第一，包容过去。这并不
等于推脱或逃避责任，而是尊重现实并积极重构。
幼儿教师应正确分析和客观评价挫折和失败，积极
看待教学工作中的不可控因素，对工作挫折进行积
极的归因和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二，珍惜现在。幼
儿教师在工作中虽然会被各种琐事困扰，但仍要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善于发现积极的方面，从逆境中
凝聚前进的力量。第三，寻找未来的机会。幼儿教
师要善于利用周围的社会支持系统，积极寻找各种
有利于实现其职业目标的外部资源。

( 三) 支持幼儿教师的希望愿景
提高幼儿教师的希望水平，有利于帮助幼儿教

师从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增强幼儿教
师的生命意义感。第一，明晰职业愿景，合理规划职
业生涯。幼儿教师应将职业生涯目标分解成多个具
体可行的子目标，围绕目标制订翔实的工作计划，并
制订好应急预案，以应对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的挫折。第二，园所管理者应合理放权，为幼儿教师
提供参与组织决策制订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以此提

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归属感。第三，园所管
理者要为幼儿教师实现目标提供物质和心理支持。
幼儿园应确立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和职称晋升评定
制度，为幼儿教师实现工作目标提供动力，继而提高
他们的希望水平。

( 四) 优化幼儿教师的坚韧素质
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窘境时，能够持之以恒、迅

速复原并超越已取得成功的心理潜能。一方面，幼
儿园要积极开发幼儿教师的韧性资产。人力资本
( 如知识、教育) 、社会资本( 如社会网络、人际关系)

和积极的心理品质( 如乐观、自我效能感) 都能够优
化幼儿教师的坚韧素质，使其从逆境中恢复韧性资
产。［8］幼儿园可通过创设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等途
径，帮助幼儿教师形成积极性的韧性资产。另一方
面，幼儿园要关注韧性危害因素。具体来说，幼儿园
要控制幼儿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可能会遇到的职业倦
怠、人际冲突和心理障碍等引起消极结果的应激源，

帮助幼儿教师预测工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机，并
提前制订规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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