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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领悟社会支持对工作旺盛感的
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 康 茜 颜学新 乔翠翠（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京师励耘实验学校，佛山 528300）

摘要：采用问卷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量表和工作旺盛感量表对广东省佛山市某九年

一贯制学校的 226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探讨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旺盛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1）中小学教师群体中，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工作旺盛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领悟社会支持对

工作旺盛感存在直接效应，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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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99年，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搞好师资队伍的建

设，提高广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保障心理健

康教育正常、健康开展的重要条件”。但在实际工作

环境中，中小学教师受自我调控能力、多重角色冲

突、岗位竞争、支持需求难以满足等多方面的影响，

易产生怨职情绪、动力匮乏、身心耗竭等问题，影响

工作生活质量和教育教学效果 [1-5]。

工作旺盛感（thriving at work）是个体在工作中积

极发展的标志，具体指在工作中体验到活力和学习的

一种心理状态 [6-7]。它不以消极的视角关注个体在工

作中的状态，而着重强调个体的力量和积极性。研究

显示，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工作旺盛感与职业认同

呈正相关，且正向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8-9]。关注中小

学教师的工作旺盛感，探索其产生机制，对教师个人

发展乃至学校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工作旺盛感的产生机制，不同理论模型都

提及支持的作用。 斯伯莱茨（Spreitzer）等 [11] 提出

的“工作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模型”（socially embedded 

model of thriving at work）指出，工作旺盛感的前因变

量包括关系资源。刘玉新 [12] 提出的“组织情境影响

工作旺盛感的心理机制”模型表明，领导因素中的

支持氛围、同伴因素中的职场友谊和同伴关系都对

个体的工作旺盛感有重要影响，且已有研究提供了

实证证据 [13-14]。除了工作支持，家庭支持同样对个

体工作旺盛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5]。领悟社会支持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是社会支持的一种，是个体

对自身被外界支持程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包括来

自家庭、朋友和其他层面的支持 [16]。基于此，本研

究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工作旺盛感的重要因

素，并提出假设 1：领悟社会支持对工作旺盛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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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向预测作用。

卢桑斯（Luthans）等[17]明确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具体

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并提出

其具有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等维度。多项

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显

著，且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多

种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如亲社会行为、职业倦怠、心

理健康等 [18-20]。心理资本可以预测教师的心理发展

及工作状态，能够促进工作投入，且心理资本水平

较高的教师，有更好的工作绩效和更高的主观幸福

感 [21-23]。帕特森（Paterson）等 [24] 面向 600名员工进

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获得越多

社会支持的员工，任务专注度更高，注意关联性更

强，进而有更高的工作旺盛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旺盛感的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佛山市某

九年一贯制学校共 226 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其中男性教师 41人（18.14%），女性教

师 185 人（81.86%）； 小学教师 88 人（38.94%），

初中教师 138 人（61.06%）；师范专业毕业 120 人

（53.10%），非师范专业毕业106人（46.90%）。

（二）研究工具

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 等 [25] 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该

量表共 12 道题目，包括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

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每个项目采用 7点计分法（从

“非常不同意”计 1 分到“非常同意”计 7 分），领

悟社会支持总分由所有条目分累计。总分在 12~36

之间为低支持状态，总分在 37~60之间为中间支持

状态，总分在61~84之间为高支持状态。总分越高，

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问

的Cronbach ɑ系数为 0.95。

2. 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由吴伟炯等 [26] 编制的中小学教师心理

资本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32 个题项，囊括 8 个因

素：希望、乐观、坚韧、自谦、感恩、利他、情商

和自信，每一个因素通过 4个题项测量，以 4个题

项的总分计分。心理资本为量表中 8 个因素得分

的总和。为提高精确性，该量表采用从“非常不同

意（1）”到“非常同意（6）”的 6 点计分，总分越

高，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8。

3. 工作旺盛感量表

采用波拉斯（Porath）等 [6] 编制的工作旺盛感

量表，包括学习和活力两个方面，共10个题项。采

用7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在

对其中两个题项进行反向计分后，计算所有题项的

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工作旺盛感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84。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分析

在所有教师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通过问卷星

收集数据，采用SPSS19.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显示，对于教师群体，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呈

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旺盛感呈显著正

相关，心理资本与工作旺盛感呈显著正相关。

（二）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旺盛感

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检验心理资本是否

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旺盛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M SD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资本 工作旺盛感

领悟社会支持 69.00 12.26 1 0.735** 0.614**

心理资本 161.10 23.37 0.735** 1 0.800**

工作旺盛感 70.00 54.46 0.614** 0.800** 1

  注：N=226；*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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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通

过数据分析软件SPSS中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分

析。样本容量选择5000，模型选择模型4，结果显示，

95%CI=[0.3236，0.4824]，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

明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各效应大小详见图1。

四、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小学教师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资

本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

旺盛感的关系，即领悟社会支持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教

师的工作旺盛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对工作的

旺盛状态越高。这验证了假设1，并且与前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 [12-16]，说明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工作旺盛感

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心理资本在领悟

社会支持与教师工作旺盛感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旺盛

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领悟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

接预测工作旺盛感，还可以通过心理资本间接预

测工作旺盛感，这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 2。具体分

析如下。

一方面，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带来心理需要的

满足，有助于教师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及对事物的积

极解释和预期，这种良好的内部工作模式和心理资本

具有相似之处。卢桑斯等 [17] 就提到心理资本代表了

“对环境的积极评价和对成功可能性的良好预期”。具

体来说，具有高水平领悟社会支持的教师，感受到的

积极反馈更多，对自己的认知更为正面（如更高的自

我效能感），对事件的预期和评价更为积极（更高的

希望和韧性）。由此可见，良好的领悟社会支持直接

促进心理资本。另外，高水平的领悟社会支持让教师

的情绪更为稳定，积极情绪更多，而积极情绪有助于

增强个体的韧性、希望和乐观 [27]。

另一方面，心理资本有利于促进工作旺盛感。

工作旺盛感产生的前提是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满

足。拥有较高心理资本的教师，自我效能感、希

望、乐观和韧性更强，胜任感、自主感和归属感这

些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更多满足。根据“组织情境影

响工作旺盛感的心理机制”模型，基本心理需求的

满足，会促使个体拥有更高水平的工作旺盛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高水平的领悟

社会支持为教师提供了更好的心理环境，这种心理

环境会促进教师心理资本的提高，换言之，他们将

拥有更多的心理能量和资源，使心理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当教师的心理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更容易

在工作中体验到活力并积极学习。这解释了工作旺

盛感产生作用的机制。

五、研究局限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本研究无法对变量间

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考察变

量间的双向关系和因果关系。

（2）在我国的文化环境下，企业员工的心理资

本可以分为事务型资本和人际型资本 [28]，未来研究

可以检验该分类方式是否也适用于中小学教师群体，

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文化特性。

本研究结果对于中小学教师的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基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提升中小学教师工作

旺盛感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给予支持。教

师自身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效利用各项社会支

持资源促进工作。学校可以从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入

手，促进教师工作旺盛感的提升：物质支持包括改善

教学环境、提升福利待遇和丰富教学物资等；精神支

持包括树立和谐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学校领导支持

和关心教师及建立教师互助机制等 [29]。教师家属可提

供的支持包括加强对教师的职业关注、主动承担更多

的家庭角色等。总之，只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提高

中小学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增强其心理资本，

进而促进其工作旺盛感的提升。

六、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工作旺盛

图 1  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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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两两均呈显著正相关。

（2）教师心理资本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旺

盛感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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