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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国外学者 Goodson&Cole（1994）、Sugrure，C（1997）

等人把教师职业认同界定为张力说、动态说、感知说、

过程说等概念，综合国内外各种角度分析，教师职业认

同是通过对自身的准确定位，不断进行职业反思然后改

进提升最终达到个体以及社会期望值的过程，是教师个

体和社会等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对自身工作的积

极状态，一种专业情感。教师职业认同是一种过程也是

一种状态，教师在从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自我提升

和自我完善，在各种教学经历当中逐步发展，从新手型

教师发展成成熟型经验型教师，同时也代表着教师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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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过程当中对自身职业的认可程度（魏淑华，山显光，

2005）。教师往往会将自己的目标以及价值追求与其自身

职业相联系，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教师专业发展深层次的体

现（谭友坤，2013），因此正确对待教师职业认同具有重

要作用。

工作旺盛感最早是由国外学者 Spreitzer（2005）所

提出的 Thriving at work，也有学者译为“工作繁荣”。工

作旺盛感包括“活力”和“学习”两种心理状态，个体

如果在工作中处于旺盛状态，那么个体就更容易体会到

工作带来的活力以及进步，但其发展也较易受到个体各

自的工作特征的影响。工作旺盛感的理论模型涵盖社会

嵌入模型和工作中个人成长整合模型（Spreitzer，2005；

2014），即工作旺盛感是社会和个体所处环境等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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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形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会随着个体工

作特征以及工作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个体的工作

旺盛感会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水平（Porath et al.，

2011）。本文借助中国知网（CNKI）高级搜索关键词为

“工作旺盛感”的文献，共 18 篇，该领域较新，学者对

于教师行业的工作旺盛感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探讨教师

工作旺盛感将对教师工作等领域具有一定贡献。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尽管对职业认同颇有研究，

但对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旺盛之间的研究较为

少见，现有研究着重论述教师职业倦怠，职业情感等，

而较少学者关注教师工作旺盛感，以及教师工作旺盛感

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和工作旺盛感进行论述，近年

来学者对教师职业认同较为重视，已经形成专业的研究

领域，魏淑华等人对教师职业认同进行了现状分析以及

编制了教师职业认同量表（魏淑华，宋广文，2006）。基

于社会同一性理论，个体的职业认同感会对个体的工作

职业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建立职业认同，个体才会

拥有工作生活的满足感，才会提升工作旺盛感。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文运用方便取样，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对江西省

高校英语教师共 83 名。其中男性 20 人，女性 63 人；青

年教师占比较大；教师硕士学历 61 人，占比 73%，博士

学历 22 人，占比 26.50%；教龄在 10 年之内 73 人，占比

87.95%，教龄超过 10 年 10 人，占比 12.05%；教师职称

讲师及以下人数 75 人，占比 90.36%，副教授及以上 8 人

占比 9.63%。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本文问卷调查中《教师职业认同调查问卷》采用的

是魏淑华、宋广文等编制的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并根据

实际运用的需要进行了适度改编，该量表共有题目 18

个，包括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感、职业归属感以及行

为倾向 4 个维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 5 点计分法，数字

越大表示得分越多（“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

完全符合），最后总分越高则表示职业认同感越高。本

次调查量表采用 SPSS 25.0 分析其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54，五个维度份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22、0.915、0.845、0.913，验证性因素分析见表 1。

结合表 1 以及量表结构效度 KMO 检验结果 0.932，巴特

利特检验近似卡方为 2919.022，可知该量表具有良好信

度和效度。

表1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指标 χ2/df CFI NFI NNFI

值 2.325 0.941 0.92 0.93

2.2.2 工作旺盛感量表

教师工作旺盛感量分“活力”和“学习”两个维

度，活力维度是采用 Atwater 和 Carmeli 2009 年开发的活

力量表，共 8 个题项，学习维度采取 2009 年 Carmeli 和

Spreitzer 开发的用以测量工作中学习状态的 3 个题项，依

旧采用 5 点记分法，数字越大则代表被试工作旺盛感越

强烈，利用 SPSS 25.0 软件分析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39，其中“学习”和“活力”两个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0、0.930，验证性因素分析见表 2。结合表

2 以及 KMO 检验结果为 0.906，巴特利特检验近似卡方为

1629.067，可知该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

表2　教师工作旺盛感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指标 χ2/df CFI NFI RMR

值 1.99 0.902 0.96 0.043

2.3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本文采用三类量表对同一被试进行测试，较易出

现共同方法变异从而带来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测试

之前首先对 83 份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两份量表 KMO=0.932、KMO=0.906，且

P<0.001，因此该份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得出特征值

大于 1 的公因子共 5 个，首个主成分解释率为 36.42% 低

于 Podsakoff 所规定的 40% 临界点，故得出此次调查问卷

中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4 数据处理

笔者将回收的 83 份数据进行数据录入，一律采用

SPSS 25.0 系统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回归分析以及依次检验法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量表各变量的均值（M）、标准偏差（SD）以及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3 所示。

表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M±SD 职业认同 工作旺盛感

职业认同 4.088±0.610 （0.954）

工作旺盛感 3.839±0.651 0.630** （0.906）

注：*p<0.05，**p<0.01，***p<0.001（同 下 ）， 括

号数字表示量表内信度一致性系数。

综上表 4 可知，职业认同与工作旺盛感之间存在显

著正向相关关系，即职业认同与工作旺盛感之间存在正

向预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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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职业认同对工作旺盛感的回归分析

首先把工作旺盛感作为因变量，职业认同为预测变

量，继而对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4　职业认同和心理资本对工作旺盛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模型 t R2 F B β

工作旺盛感 职业认同 3.52*** 0.453 47.23** 0.14 0.24

由上可知，教师职业认同对其工作旺盛感有正向的

预测作用。

4　讨论

近年来学者对教师职业密切关注，教师职业认同感

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教师职业认同感与

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职前教育有关，要注重培养教师的

人文关怀（蔡志凌，2013）；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在

职业压力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起完全中介作

用（王钢，张大均等，2014）；现有学者对职业认同感

与工作旺盛感的关系研究较少，但已有研究从侧面验证

了工作旺盛感与工作投入，工作旺盛与员工职业成长等

研究（陈晓敏，2017）；工作旺盛感在任务绩效与公民

行为之间有起中介作用（毛盼盼，2015）。近观国内外研

究，学者对于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旺盛感的之间直接关

系影响较少，本文通过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

分析、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教师职业认同对

工作旺盛感存在正向预测关系，这就说明教师心理资本

的水平随着职业认同的提高而上升，进而较强对自身职

业的肯定，延续工作中的积极状态。

职业认同或是教师职业认同都属于社会认同理论的

特殊形式，职业认同的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等周围环境

的影响，本文以教师职业认同作为自变量，工作旺盛感

作为因变量，通过 SPSS 25.0 软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数

据统计结果显示教师职业认同不仅仅直接影响其工作旺

盛感，教师如果对自己的职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那

么其工作积极性也就越高，对自己生活充满希望、工作

充满动力。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心理资本在教师职业认

同和工作旺盛感之间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探讨教师

心理资本对其职业认同、工作投入、职业幸福感甚至涉

及到学生层面包括学生辍学率、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等方

面都有重要作用。教师职业认同分为职前阶段、入职阶

段、成熟阶段，每个阶段均有不同任务和目标，从了解

教师职业到爱上教师职业的发展过程中均需要加强教师

的职业认同感。

影响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和工作旺盛感的因素主

要以个人因素、学校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为主。其中个人

因素中尤以身心状况、工作压力以及自身对工作的热爱

程度较为突出，如果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和交流中缺乏

相应的积极态度和自我情感的调节机制，那么相应就会

对教师从事工作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其二，学校环境主要以教师的奖励机制、教师人文关怀

以及学校制度管理是否得当较为突出，学校对教师的教

学成果实施一定奖励机制，激发教师对教学的情感投入，

同时，学校管理不当会让教师对学校工作或者教学管理制

度产生相应的厌倦情绪，不利于高校英语教师职业认同和

工作旺盛感的提高。其三，社会对高校教师工作给予肯

定，颁布政策能适时适当向存在困难的教师倾斜，增加教

师工作的幸福感，提高对工作的认同感以及投入程度。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教师职业认同平均值高于“3”，且

高校英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水平较高；教师职业认同感

与工作旺盛感之间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呈显著相关关

系。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教师

职业认同和工作旺盛感的具体因素，为教师积极参与学

习和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并为高校英语教师创造民主、

开放的学习和工作氛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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