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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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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思政工作绩效与人才培养质

量。研究发现：（１）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具有较大的直接促进作用；（２）乐观可
通过直接作用于坚韧性和自我效能而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作用；（３）坚韧性对
工作绩效可能产生直接与间接的正向作用。因此，以心理资本改善为突破口，

通过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和坚韧

性品质，加强心理资本诸要素间的联结度，可提升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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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进

行解读，既可被视为个体在工作、学习、生活等

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也可被视

为一种可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的动态个体资

源，其有利于组织和个体保持竞争力、获取竞争

优势，并会对组织和个体绩效产生影响。［１］心理

资本与高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是

当前高校思政教师专业发展需要予以关注的重

点议题。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的角

度出发，探析心理资本对高校思政教师工作绩

效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效应，具有重要价值。目

前有不少教育界学者十分认可心理资本的价值

意义，并尝试对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进行研究。

梳理这些学者对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概念的分

析，可以发现，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可被视为高校

教师在其职业成长过程中持有和表现出的积极

心理状态。教师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其自身发

展离不开心理资本的支撑。高校思政教师是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引领者和基层党建的

坚定推动者，其心理资本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

思政工作绩效与人才培养质量。鉴于此，本文

拟以高校思政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其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

实证分析，从改善心理资本的角度探究工作绩

效的提升路径，以期为提高思政教师的工作绩

效提供思路。

　　一、研究假设

１．心理资本

自“心理资本”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

从不同的视角对心理资本的含义、内容结构和

影响因素作了许多分析与阐述。有学者认为，

心理资本是一种特质；也有学者认为，心理资本

是一种心理状态。关于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

有学者指出，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包括控制点

和自尊两个维度（简称“二维度说”）；也有学者

认为，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包括自我效能、希

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维度（简称“四维度

说”）。笔者认为，“二维度说”与“四维度说”并

无对错之分，只是理论视角不同。“自我效能”

属于拥有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任务的自信，其

与乐观、坚韧性均属于心理态度这一范畴，而

“希望”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心理愿景。对于

高校思政教师来说，自我效能、乐观与坚韧性属

于常见的心理资本。基于此，本文将自我效能、

乐观、坚韧性这三个方面视为高校思政教师心

理资本的主要内容。自我效能一般是指个体有

信心通过努力来实现目标与获得成功。“乐

观”一般与事件的归因有关，具体表现为将积

极事件归因于自身的普遍原因，将消极事件归

因于外部的情境因素。“坚韧性”一般与对挫

折和问题的应对存在一定的关系，是个体在遇

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努力坚持，通过采取相应

的方法或方式使好的局面很快恢复，或采取迂

回途径来取得成功。［２］

２．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始终是组织及其成员实现工作目

标之程度的核心体现，组织管理者是围绕工作

绩效的提升这一核心目标来进行决策与管理

的。工作绩效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有着不同的含

义，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会有所变化。

由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工作绩效也

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有关工作绩效的理解，

目前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将工作绩效

看作一种结果，一般将其视为相关工作目标的

达成程度；二是将工作绩效视为一种与组织目

标实现有关的行为［３］；三是将工作绩效分为任

务绩效与关系绩效两个方面，将前者界定为工

作结果，将后者看作是促进这种结果的行为。

学者们对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内涵进行了

较多的探索与研究。例如，胡伶［４］认为，要把握

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内涵，需要综合考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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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作的结果、行为和未来潜力三方面因素。

潘孝富等［５］认为，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是指高校

教师所体现出来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为表现

及其结果。由此可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主要

围绕“工作目标完成度”这一核心。有关绩效

的研究表明，绩效是结果与行为的统一。从本

质上来说，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不仅仅涉及工

作目标完成度这一方面，其行为表现也至关重

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工作目标的完成度、行

为表现等来衡量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３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对高校教师心理资本

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多，其主要涉及心理资本与

工作绩效的关系、心理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绩

效的关系两个方面。

先说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的关系。Ｋ．Ｗ．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６］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与满意度、

组织承诺与绩效正相关。李力等［７］的研究表

明，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对其工作投入水平有

正向的预测效果。概而言之，提升心理资本，有

利于促使高校教师保持积极的教学心态，从而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工作绩效。

再说心理资本结构要素与工作绩效的关

系。李越恒［８］认为，自我效能、乐观和坚韧性之

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对高校教师实现其工作

绩效目标具有重要作用。Ａ．Ｄ．Ｓｔａｊｋｏｖｉｏ等［９］

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正相关。郝

玉梅等［１０］的研究表明，增强心理资本的自我效

能可以提升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目标。赵富强

等［１１］通过对全国２９所高校７８４名教师进行调

查后发现，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韧性对其科研

绩效的影响最大。

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作为重要的积极心理

因素，因其构成要素不同会对高校教师的工作

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

影响程度不能简单归结为其总体影响水平，更

要考虑到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对教师工作绩效的

影响程度。尽管心理资本构成要素与工作绩效

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二者之间的

作用机制尚未明晰。作为高校教师的一部分，

高校思政教师有其特殊性，其心理资本研究需

在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为更科学地提出研究假设，本文尝试对高

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诸要

素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予以讨论与分析。从

实践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高校思政教师越乐观，

其坚韧性和自我效能就会越强；高校思政教师

的坚韧性越强，其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就会越

强。鉴于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正相关，本文据

此提出以下五个研究假设。

Ｈ１：乐观对坚韧性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Ｈ２：乐观对自我效能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Ｈ３：坚韧性对自我效能具有直接的正向

作用；

Ｈ４：坚韧性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

作用；

Ｈ５：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

作用。

　　二、数据收集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

问卷调查方法来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两个部分：一是教师的基本信息；二是观测指标

题项，共有３８项，分别测量心理资本中的自我

效能、乐观、坚韧性与工作绩效，题项均采用李

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量。依据目的抽样

原则分层选取高校思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３３０份、回收问卷３２１份，其中有效问

卷３００份。利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对有效问卷进行信

度与效度分析，经检验，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均符

合统计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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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模型建立与分析

为了验证高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绩

效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利用 ＡＭＯＳ软件对研

究假设进行传统结构方程模型（见图１）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１。由表１可知，模型的拟合度

较差。根据相关参数的统计学要求与题项的具

体含义，引入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存在关联性

的１２个观测变量（见表２），利用ＡＭＯＳ２２．０软

件生成带有路径系数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２。

为了较为清晰地展示自我效能、坚韧性、乐

观与工作绩效之间的路径关系，根据统计数据，

借助Ａｍｏｓ分析软件，本文列出了心理资本诸

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心理资本对思政教师工作绩

效的作用机制主要如下。

其一，乐观、坚韧性和自我效能对工作绩效

的直接相关系数为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０．４７７，说明自

我效能对工作绩效有直接作用，其次是坚韧性。

图１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传统结构方程模型图

表１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 ＮＦＩＤｅｌｔａｌ ＲＦＩＲｈｏ１ ＩＦＩＤｅｌｔａ２ ＴＬＩＲｈｏ２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ｌ ０．９３０ ０．９０４ ０．９６３ ０．９４８ ０．９６２ ０．０６２
拟合标准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０８

表２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关联机制的观测变量表

自我效能（ＳＥ） 乐观（ＯＰ） 坚韧性（ＲＥ） 工作绩效（ＰＭ）
ＳＥ３：您自己适应所在岗位的

劳动负荷

ＳＥ４：您自己的性格特征适应
目前的岗位

ＳＥ５：您的气质类型适应目前
的岗位

ＯＰ１：您目前的工作所处
环境符合您的期望

ＯＰ２：您所在岗位对所需
资源供应充足

ＯＰ４：您满意当前的薪酬
和福利

ＲＥ３：您沉浸于您的工作
当中

ＲＥ４：您可以一次连续工
作很长时间

ＲＥ５：发生在您身上最重
要的事情来自于您

的工作

ＰＭ４：您的工作效率很高
ＰＭ５：您能够在上级、客户安排的

时间内完成各项工作

ＰＭ６：您总能达到既定的工作
目标

表３　心理资本诸要素之间作用关系表

作用方向 乐观 坚韧性 自我效能

全
部
作
用

坚韧性 ０．８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 ０．５２６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
工作绩效 ０．３８１ ０．２４９ ０．４７７

直
接
作
用

坚韧性 ０．８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 ０．３６１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
工作绩效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５ ０．４７７

间
接
作
用

坚韧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工作绩效 ０．３８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

其二，乐观对工作绩效的间接相关系数为

０３８１，而对坚韧性和自我效能的的直接相关系
数为０．８４０、０．３６１，说明乐观可通过坚韧性和

自我效能间接对工作绩效产生作用。

其三，坚韧性对工作绩效的间接相关系数

为００９４，而对自我效能的直接相关系数为

０１９６，说明坚韧性还能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对工

作绩效产生作用。

其四，结合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可得出心

理资本中的乐观、坚韧性、自我效能与工作绩效

之间作用关系的总表达式：工作绩效 ＝０．３８１

乐观＋０．２４９坚韧性＋０．４７７自我效能。

　　四、相关建议与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立足于心理资本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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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修正结构方程模型图

校思政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建议以心理

资本改善为突破口，选择如下路径来提升高校

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１．着重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

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对教师工作绩效

具有较大的直接促进作用。因此，应着重增强

高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以提升思政教师的

工作绩效。当前，高校思政教师的地位已受到

重视，但由于工作环境条件不理想、归属感有待

提高等，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并不高。增强高

校思政教师的自我效能，具体可从学校支持、模

范示范、教师归属感三个方面着手。在学校支

持方面，高校应为思政教师的工作与成长提供

更多的支持，着重关怀教师的心理需求与生活

需求，以促进教师逐渐养成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行为。在模范示范方面，高校应以模范教师的

宣传为突破口，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引导思政

教师学习优秀同行的榜样行为，引导思政教师

对自身未来目标实现积极预期，提升其自信水

平。在教师归属感方面，高校应坚持以教师为

本，为思政教师提供更多互动机会，提升教师工

作的积极性与认可度，增强思政教师的归属感。

２．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乐观心态

研究结果表明，乐观对坚韧性、自我效能均

可产生直接的正向作用，从而对思政教师工作

绩效产生间接作用。乐观是一种归因风格，也

代表一种预期模式。积极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

乐观心态，可从个人目标、个人评价与个人学习

三个方面着手。在个人目标方面，高效应引导

思政教师个人设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合理目标，

关注思政教师在实现个人目标方面的自信提升

这一关键问题，引导思政教师在努力与进步的

过程中增加其乐观预期。在个人评价方面，高

校应引导教师正确评价客观事实，提升高校思

政教师的乐观心态。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也不

是忽视眼前实际和客观条件，更不是推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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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是将工作中所遭遇的失败都归于外部因

素。因此高校还应引导思政教师针对工作中

出现的失败与成功予以合理的积极归因。在

个人学习方面，高校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个人

学习机会。在信息化时代，知识老化和更新的

周期越来越短，高校思政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最

新思政知识和理论，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

心与期待。

３．培育高校思政教师的坚韧性品质

研究表明，坚韧性对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

可能产生直接与间接的正向作用。坚韧性在心

理资本中强调的是复原与超越，也是指个人能

从逆境或失败中迅速恢复工作状态的能力。培

育高校思政教师的坚韧性品质，可从心理辅助、

心理培训、社会支持三个方面着手。在心理辅

助方面，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着重关怀思政教

师的心理健康发展，增强其在面临挫折与失败

时的应对能力，针对心理状态不良的思政教师，

通过心理辅助的方式引导其快速摆脱不良状

态，争取做到超越自我。在心理培训方面，高校

应通过定期的组织与培训，让教师掌握心理资

本与心理坚韧性的相关理论知识，使其充分地

认清目前工作状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主

动地养成坚韧性的个人品质。在社会支持方

面，高校应为思政教师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

统，通过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为思政教师个

人的坚韧性品质培育奠定情境基础，尝试利用

环境的变化为思政教师坚韧性品质的养成提供

路径支持，引导思政教师能够积极面对不同类

型的工作情境，增强其心理坚韧性。

４．加强心理资本诸要素间的联结度

由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不同的

心理资本要素对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绩效有不

同的作用。同时，心理资本各要素的角色与定

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应的联结关系。基于

自我效能在三个要素中对教师工作绩效具有较

大的直接促进作用，应将增强高校思政教师的

自我效能作为增加其心理资本的首要因素。这

不仅有利于其能更好面对和处理教学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也有助于其更为有效地提升自己的

工作绩效。乐观和坚韧性通过作用于其他因素

对工作绩效可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在教学实践

中，高校思政教师是否具有乐观心态与坚韧的

性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行为的稳定性

与持续性。间接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些因

素对结果可产生调节与缓冲的作用。同时，心

理资本诸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重视心理资

本各要素的协调与联结，有利于促使心理资本

整体功效的最大化。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心理因

素，同其他个人资本一样，与诸多外部因素（包

括经济地位、社会资源、组织环境等）存在普遍

联系，并受其影响。因此，利用相关外部因素可

促进个体心理资本诸要素的联结，有助于高校

思政教师工作绩效的提升。

随着工作环境与工作需求的不断变化，高

校思政教师心理资本的内涵与结构可能会发生

相应的转变。目前，尚未被关注和研究的高校

思政教师心理资本因素可能还有很多，这些因

素均有可能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相应的影响作

用，这些因素尚需在未来研究中予以进一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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