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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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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心理资本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本文对国内高校医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视角、方法、结论及干

预措施进行分析,并对高校医学生心理资本未来研究意义和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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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资本”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Gold-
smith[1]等人正式提出,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注

意到员工工作时的积极心理对提高生产效率起积极作用,
由此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心理资本是能够

影响个体生产效率的心理特征,是个体拥有的相对稳定的

一种心理倾向。主要包括个体对工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

度以及自我觉知等。

1　心理资本研究

21世纪,心理资本逐渐被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积极

心理学之父Seligman指出应该将能够导致个人积极行为

的积极心理特质也归为心理资本[1]。Luthans[2]等人认为

心理资本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一种核心积极性

心理状态,强调的是“你是谁”和“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

人”,且可以通过开发心理资本来提高个人或团体竞争优

势。可见,不同时期的学者们对心理资本的概念有不同理

解,尤其是Luthans等人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人们对心

理资本的研究思路,从而引发大量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与

探讨。Luthans[3]等根据心理资本的要素选择标准提出了

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韧性。心

理资本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有正向的积极能量,可以发掘个

人的潜能,帮助个体实现自我价值。
近年来,国内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日益丰富。以“心

理资本”为主题检索词,使用CHKI中文献高级检索,粗略

检获得801条数据结果,跨度从2009年到2019年(2019
年5月29日),以“大学生心理资本”为关键词搜索,获得

383条文献数据,根据文献资料纳入及排除标准,经筛选

纳入本次系统综述的文献共36篇(其中2篇发表于2004
年,3篇发表于2007年,2篇发表于2009年,1篇发表于

2010年,1篇发表于2011年,1篇发表于2013年,7篇发

表于2015年,3篇发表于2016年,10篇发表于2017年,4
篇发表于2018年,1篇发表于2019年)。本次系统性综述

纳入的文献质量较好,包括了单群、整群随机对照研究、盲
法等研究方法,主要重点阐述了高校医学专业学生心理资

本各因子差异水平、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心
理资本与学业倦怠、专业认同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的干预

研究现状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国内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最初聚焦在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中,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①心理资本的

特征、结构与测量:柯江林[4]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资

本概念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惠青山[5]通过对多省市职

工心理资本进行相关研究,发现结构包含4个维度,即冷

静、希望、乐观、自信,其中冷静体现本土化。李冰[6]通过

质性研究将社交因素纳入心理资本,体现中国本土化特

色。②心理资本对结果变量的影响:例如,仲理峰[7]的研

究得出拥有希望、乐观和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的员工,
对其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周

文霞[8]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主观职业成功有积极的预

测作用。田喜洲[9]等发现心理资本对员工组织行为的影

响起完全中介作用。③心理资本的管理和开发:王雁飞、
朱瑜[10]提出通过帮助员工树立希望、增强信心、培养乐观

精神等方法,为企业心理资本干预实践提供了思路。蒋建

武[11]从创新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考虑,提出问题解决团

队、工作灵活设置、稳定雇佣、薪酬激励政策等能有效提高

员工的心理资本。

2　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的价值

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内在的一种积极心理力量,对于促

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提升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

意义。心理资本于2008年引入国内,学者们从最开始的

人力资源领域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各个群体,尤其是高

校。李林英[13]通过深入研究调查编制了大学生心理资本

调查问卷,并增加了感恩、兴趣两个维度。并且发现感恩

这一属性从本科到研究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不同性

别、不同专业心理资本有个体差异。处于社会转型关键

期,当前我国大学生普遍心理健康水平不乐观[14,15],处于

青春期的大学生,由于环境适应、人际关系、求职择业等原

因,其心理并没有达到真正成熟。例如,心理资本在大学

生就业中起到的作用[20],大学生专业认同、成就动机与心

理资本间关系研究[21]等。因此,将心理资本的研究对象

与概念扩展到大学生群体是十分有必要的。

3　医学生心理资本研究

医学院学生有别于其他大学生群体,专业课程较多,
学制长,学业负担也大。以护理专业三年制大专生为例,
在校期间需要学完医学基础课、职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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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计40多门,理论课时1000多学时,实践课时1000多

学时,第三年到医院见习8~10个月,才能真正达到毕业

要求。而与沉重学业压力不相匹配的是相对恶劣的职业

环境:医患关系紧张,伤医、杀医事件频发,医闹事件不断

上演,导致很多医学专业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对将来的就

业环境抱有不太乐观的心态。这些因素都冲击着医学院

校大学生对未来就业的美好憧憬。医学院校大学生承载

着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各种希望和可能性。有研究者调

查分析得出医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但目前医疗环

境复杂,医患关系很紧张。因此,在医学生进入职业环境

前,有必要对其心理状况及应对复杂环境的心理承受能力

进行探讨、研究。

3.1　心理资本差异水平研究

3.1.1　专业差异

医学生心理资本水平与普通大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

距:史艳琴[12]通过对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医学影像

专业和口腔医学专业50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大学生

的心理资本总体上讲是较为正面积极的,但是仍有部分医

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处于中等及较低水平,尤其是韧性维

度上得分较低,原因可能是医学专业课程内容多,学业繁

重,部分学生克服困难的毅力较差,这一特点是医科院校

有别于文科类、理工类院校的地方。

3.1.2　年级水平差异

李林英[13]通过对大学生心理资本进行调查研究得

出: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明显高于理论平均值,并且大一、
研一及研二学生的心理资本显著高于大四,大四学生心理

资本水平处于最低;从性别分量表的情况看,男生和女生

在自我效能和感恩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的

自我效能水平显著高于女生,女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

男生。

3.1.3　家庭经济状况、教养方式、学制、性别差异

有研究者[14,15]发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养方式、学
习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人际关系状况会影响心理资

本的程度,与部分学者[16,17]研究结果一致,并且发现家庭

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都成正相关。付

佳丽[18]从学制、学历方面进行研究发现:五年制医学生心

理资本水平,尤其是希望、乐观得分明显高于四年制医学

生,五年制女生、学生干部的心理资本水平分别好于四年

制男生、非学生干部。赵龙[20]发现男生的心理资本比女

生的高,陈俣睿[21]得出女生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由此可

见医学生心理资本与其他专业学生心理资本有差异,可能

是由其专业性质决定的,并且在不同年级、学制、家庭经济

状况、教养方式、性别等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3.2　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有研究者[22]发现本科医学生的心理资本在主观幸福

感与社会支持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通过心理

资本间接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同时韧性越强的

医学生主观幸福感也越强,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从学校方面

即社会支持、医学生自己、来提升主观幸福感,而主观幸福

感是关系到医学生多方面的发展成长。研究者得出[23]三

本医学生的心理资本各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

相关。李潘发现[24]心理资本在生活事件和问题行为的关

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生活事件得分越高,心理资本整

体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
有研究者[25]发现情绪弹性差的医学生,在面对负性

情绪事件时的心理复原能力较差,而负性心理容易带来心

理资本的水平降低,这些情绪态度会降低个体对自身能力

和价值的认可程度,影响对自我能力的评判。

3.3　心理资本与学业倦怠、专业认同的关系

近年来,关于医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业倦怠、专业认同

之间相关关系研究较多,陈俣睿[26]发现心理资本一方面

可以直接影响学业倦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专业认同间接

影响学业倦怠,得出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

缓解学业倦怠症状。刘璐等[27]发现医学生心理资本中希

望和韧性两个因素对医学生学习倦怠有显著的负向预测

效应。医学生的专业课程数目较多、并且知识内容难懂,
特别是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中的生理、疾病机制更是难

懂,很多同学花了很多时间来理解也不一定能弄得很明

白。长时间为学业所困扰,势必会影响到对所学专业的心

理认同感,因此积极的心理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学业、专业

认同有很好的积极意义。

3.4　心理资本与就业方面的关系

有研究[28]发现,医学院学生的心理资本与就业压力

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韧性与就业压力总分及多个

维度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崔月[29]通过研究发现高职高

专医学生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相关,心理资本的提升对于

就业能力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尤其是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非常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可见,心理资本对医

学专业学生就业压力和就业能力都有影响,因此要积极挖

掘心理资本在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的积极

作用。

3.5　心理资本干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心理资本干预的研究主要针对员工和

普通大学生群体,针对医学专业学生的心理资本干预研究

尚处于开发阶段。多数研究者出于便利,利用了 Luthans
心理 资 本 干 预 理 论 (PsychologicalCapitalIntervention
Theory)来进行干预研究实验[30-32],赵龙[33]提出在医学教

育中应针对个体不同情况通过多样化方式进行教育,如拓

展训练、树立榜样、恰当的激励等可以提升医学生的自信

心和荣誉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梁永锋等[34]通过实

践干预提出,医学生参与医疗扶贫暨服务学习行动能明显

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与自我效能感,对提升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专业认同感以及综合素质有积极意义。曹虹等[35]

进行为期7周的团体心理资本干预,通过干预前后对比得

出通过心理资本干预训练方案可以明显提高护生的心理

资本。
研究者们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尝试,取得了一定研究结

果,但是在研究深度及广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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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学生心理资本发展的未来展望

心理资本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培

养医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对提高医学

生专业成绩和缓解就业压力有促进作用。但我国关于医

学专业大学生心理资本干预的研究和应用尚属于起步阶

段,还没有大规模进行广度和深度的研究,研究视角应更

宏观,应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心理资本教育

应以心理资源开发为基础,要与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
心理资本教育要遵循个体心理发展规律,要面向现实,尤
其是当下互联网大环境下的考验,更重要的是高校日常教

学要渗透心理资本教育理念,培养大学生真正热爱专业,
热爱学习,才能发自内心的提高自身的心理资本水平。

4.1　加大宣传与介绍力度

心理资本最早是从国外引进的,我国《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
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进
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样一个国家目标的提出,突显了

人力资源建设与培育的重要性。心理资本是人力资源的

核心要素之一,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建设人

力资源强国,急需每个公民都能充分地挖掘自身潜能,尤
其是作为祖国未来的大学生,对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应当

给予高度的重视,应该深度挖掘其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提

升我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的整体实力水平。

4.2　心理资本各维度及构成要素的进一步研究

心理资本最初是从组织经济领域发展而来的,进入高

等领域才是近十来年,各个方面的研究基本还是处于初级

阶段,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虽然有学者研究了适用于我

国的本土化的心理资本状况,如柯林江[9]、李林英、肖

雯[13]等,尤其是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但其适用性并不是

特别广泛,尤其像医学生这样一个特殊大学生群体,其心

理资本研究还有很广泛的研究意义。例如,适用于医学生

心理资本的量变,进一步研究医学生心理资本各维度的特

点,尤其是中国医疗环境下本土化心理资本特点。

4.3　心理资本干预研究

通过对医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对心理资

本的干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医学院校应该将心理资

本作为高校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应关注医

学生心理资本现状,通过规范化的干预措施实施提升心理

资本的实践活动,因此,应将高校心理资本干预发展为高

校的常态化教育实践活动;其次,干预活动应符合医学生

的身心发展规律,通过具有推广价值的多种形式的干预方

式,使学生在认知、心理等多层面产生正面作用,从而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最后,采取干预措施前后要及时进行反

馈、总结,不断改进干预方法,从而真正达到干预效果。

作者简介:尹杰(1985.7—)女,山西大同人,讲师,研究方

向: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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