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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经类高校转型升格期教师心理资本现状分析

——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

覃梅芳

广西财经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南宁  530008

[ 摘  要 ]本研究探索以广西财经学院为例的教师心理资本现况。研究结果显示：1. 转型升格期地方性财经类高校教师总体心理资本较为雄

厚；2. 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男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女教师；3. 不同学历层次教师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感维度博士研究生学历教师得分显著

高于硕士研究生和本科学历教师的该项得分；4. 在 30 岁以下，31-40 岁，41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之间总体呈U型曲线的

关系，但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5. 婚姻、岗位性质和职称等人口学变量在心理资本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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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所学校如何吸引、留住一批品行端正、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教师，

并让青年教师在既定的队伍建设组织框架下潜心教书育人，知其道

未竟但行正虽远可达，悟其教化执中身正育人所为可贵，觉其乐在

其中雅正浸润涵养灵魂与有荣可感，是本研究所探讨和触及的关键

问题。本研究所探索的心理资本全部基于以 Luthans 为代表的国内

外前人研究理论框架下的心理资深实证与质化成果，旨在以广西财

经学院为例的地方财经类高校在转型升格为富有区域影响力的地方

性财经类大学这一战略发展改革前阶段的教师队伍建设心理资源现

况。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以广西财经学院教师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79 份，回收率 89.5%。其

中男 64 名，占 35.8% ；女 115 名，占 64.2% ；婚姻状况以已婚 134 人，

占 74.9% ；年龄以 30-40 岁为主，占 51.4% ；职称以中级为主 ,占比

48.6% ；学历及岗位性质以硕士研究生和教学岗为主，分别占比 62%

和 63.6%。详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n=179）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64 35.8

女 115 64.2

婚姻

已婚 134 74.9

未婚 45 25.1

年龄

30 岁以下 36 20.1

31-40 岁 92 51.4

41 岁以上 51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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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职称

初级 41 22.9

中级 87 48.6

高级 51 28.5

学历

大学本科 30 16.8

硕士研究生 111 62.0

博士研究生 38 21.2

岗位性质

教学岗 112 62.6

行政岗 35 19.5

辅导员 32 17.9

1.2 研究方法

1.2.1 心理资本量表

本研究采用 Luthans 等人开发 , 李超平译的中文版心理资本量

表（PsyCap  Questtionnaire，PCQ-24），该量表共有 24 道题目分

别对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即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进行

测量。为了使量表适合在教师群体中施测，本研究将量表中的部分

词语进行修改，如将第 3 题的“公司”，改为“学校”。本量表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6 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

表示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中第 13、20、23 小题为反向计分。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4，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

性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55、0.878、0.664、0.803。

1.2.2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整体现状

根据调查发现，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水平整体情况良

好，其中总量表均值为 4.41，“自我效能感”为 4.45，“希望”为 4.34，

“乐观”为 4.44，“韧性”为 4.41 ；总体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的均

值分别为均高于理论均值，按得分顺序依次为自我效能感 > 乐观 >

韧性 >希望。见表 2。

表 2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各维度及总均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n=179）

M SD

自我效能感 4.45 0.73

希望 4.34 0.73

乐观 4.44 0.59

韧性 4.41 0.69

总体心理资本 4.41 0.59

2.2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2.2.1 性别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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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别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 T 检验（M±SD）

男（n=64） 女（n=115） T P

自我效能感 27.70±4.64 26.18±4.22 2.17 0.032*

希望 26.23±4.50 25.93±4.33 0.45 0.654

乐观 26.95±3.60 26.49±3.53 0.83 0.405

韧性 27.02±4.45 26.11±4.02 1.41 0.160

总体心理资本 107.90±14.84 104.70±13.56 1.46 0.155

注：*p<0.05,**p<0.01,***p<0.001, 下文各表同

不同性别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总分、乐观、韧性、

希望差异不显著，男教师自我效能感在 0.05 水平上显著高于女教师

自我效能感。

2.2.2 学历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 4 学历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上的差异 T 检验（M±SD）

大学本科①（n=30） 硕士②（n=111） 博士③（n=38） F P

自我
效能感

26.53±3.92 26.21±4.60 28.37±3.93 3.485 0.033*

希望 25.97±4.57 25.99±4.48 26.21±4.01 0.038 0.963

乐观 26.40±3.49 26.72±3.32 26.65±4.27 0.094 0.911

韧性 25.30±4.02 26.57±4.01 26.89±4.60 1.416 0.245

总体心理资本 104.22±13.40 105.51±14.01 108.13±14.85 0.793 0.483

表 4 显示，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

越高，学历越高，其心理资本越雄厚。在自我效能感上，博士学历

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大学本科和硕士学历的教师。

2.2.3 年龄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 5 年龄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M±SD）

30 岁以下①（n=36） 31-40 岁②（n=92） 41 岁以上③（n=51） F P

自我
效能感

27.21±4.20 26.08±4.61 27.51±4.11 2.111 0.223

希望 26.35±4.67 25.87±4.30 26.14±4.41 0.161 0.939

乐观 27.24±3.94 26.29±3.33 26.93±3.68 1.409 0.396

韧性 27.34±3.70 26.19±4.13 26.34±4.37 0.862 0.614

总体心理资本 108.15±14.28 104.43±13.91 106.93±14.22 1.026 0.501

表 5 显示，30 岁以下，31-40 岁，41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地方

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之间总体呈 U 型曲线的关系，但

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2.2.4 婚姻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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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婚姻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 T 检验（M±SD）

已婚（n=134） 未婚（n=45） T P

自我效能感 26.98±4.62 25.78±3.69 1.313 0.191

希望 26.09±4.42 25.87±4.31  0.285 0.776

乐观 26.66±3.62 26.64±3.39  0.027 0.979

韧性 26.58±4.20 26.00±3.98 0.805 0.422

心理资本总分 106.30±14.41 104.50±13.06 0.744 0.458

地方财经类高校已婚教师与未婚教师在心理资本总分及其四个

维度上均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2.2.5 职称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析

表 7 职称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M±SD）

初级①（n=41） 中级②（n=87） 高级③（n=51） F P

自我效能感 27.02±4.53 26.04±3.99 27.64±4.91 2.249 0.109

希望 26.17±4.94 25.69±3.98 26.51±4.59  0.586 0.558

乐观 26.73±3.58 26.24±3.21 27.29±4.01 1.427 0.243

韧性 26.85±4.25 25.87±3.91 27.04±4.40 1.561 0.213

总体心理资本 106.78±14.90 103.86±12.40 108.49±15.74 1.881 0.155

职称与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之间没有统计学

意义上的差异。

2.2.6 岗位性质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上的差异性分

析

表 8 岗位性质在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M±SD）

教学岗①（n=112） 行政岗②（n=35） 辅导员③（n=32） F P

自我效能感 26.35±4.59 26.65±4.17 27.97±3.96 1.800 0.168

希望 26.07±4.26 26.00±4.05 25.95±5.12 0.011 0.989

乐观 26.71±3.71 25.97±2.83 27.11±3.38 0.900 0.408

韧性 26.30±4.30 26.37±3.27 26.91±4.43 0.297 0.743

总体心理资本 105.43±14.48 105.00±4.47 107.95±15.03 4.496 0.610

由表 8 可知，教学岗、行政岗和辅导员岗位的教师心理资本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不具备显著差异。

3. 讨论

3.1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整体现状

教师心理资本是教师个体对职场自我觉察、职业行为觉知、职

业认知情感意志的总和，本研究显示地方财经类院校在转型升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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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心理资本水平良好，总体教师心理资本处于 107.8±14.2 的总

分水平，表示抽样高校在特定的改革发展期教师心理资本水平较高

（心理资本量表（PCQ）得分＞ 100 分表心理资本雄厚）。坐标院校

在转型升格期在向“双一流”本科院校的改革发展目标迈进，正在

努力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框架中的“教授治

学、民主管理”的顶层设计，因此在这样的改革发展背景中，教师

队伍建设组织管理目标下的教师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得到了较好的

体制机制保障。

3.2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不同性别的心理资本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教师在自我效能上得分与女教师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前者显著高于后者，有研究与本结论一致表

明男教师的自我效能水平得分与女教师该项得分在 p<0.05 的水平上

差异显著，得分男教师显著高于女教师（王芳，2017）；与部分研究

中高校教师心理资本水平各维度不同性别差异下心理资本水平的研

究结果整体倾向趋同，例如有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地方院校教师的心

理资本得分情况中发现其心理资本总分及 4 因子得分在男、女性别

上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李力，2013 ；谭贡霞等，2014），而本

研究也仅有自我效能一项结果报告出性别差异。

这种转型升格期地方类财经院校教师不同性别下心理资本水平

整体向好，但男教师在自我效能上 .05 水平显著高于女教师，也许

是由于对于特定的任务趋向下高校转型升格建设期，男教师的潜在

归因方式和自我觉知较好于同时间场域生态下的女教师这一可能进

行诠释，因为以上同样有证据表明（李力，2013），男教师在认知资

本得分上，要显著好于女教师。男女教师心理资本总体向好，但是

心理资本女性气质不彰，这为本研究后续在转型升格期的人力资源

干预提供了不同性别主导策略下的优势引领方向。

3.2.2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不同学历的心理资本差异

本研究发现，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学历越高，心理资本总分得

分越高即心理资本越雄厚，在自我效能感上，博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得分显著高于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本研究结果与下

述高校教师不同学历背景下的心理资本研究结论不同，部分相关研

究显示各学历层次的地方高校教师在心理资本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刘芳丽等，2020 ；汪清蓉等，2019 ；王芳，

2017）。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抽样学校在以高水平地方

财经大学为目标的转型升格期，特别注重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和自身

教师队伍建设学历提升的政策倾斜，在教师准入关节中更加吸引心

理资本雄厚的高层次人才来校任教，在现存的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中

形成了培养原本心理资源较好的青年教师投身攻读博士学位的争先

赶超氛围，领导重视对学校优势资源的整合进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

养的机制对具备博士学历教师的心理资源支持构成了良性的增益互

补实效。

3.2.3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资本差异

本研究发现地方类财经高校教师在 30 岁以下，31-40 岁，41 岁

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之间总体呈 U 型曲线的关系，

但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以上结果与欧阳奕民办高

校教师心理资本差异性分析研究结果相似（欧阳奕，2017），但后者

的不同年龄阶段间的教师的心理资本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上述列举

的研究中（刘芳丽等，2020 ；王芳，2017），也与得出了与本研究类

似的 U 型曲线结果，或显示出不同年龄阶段心理资本得分上的显著

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经院校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在 30 岁以下阶

段保持较好的状态，虽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在总分和各维

度得分显示都比 31-40 岁的教师得分较高，在希望、乐观、韧劲维

度和总分甚至比 41 岁以上的教师得分较高。第一，结果说明了广

西财经学院转型升格期的青年教师们，整体处在心理资本水平良好

的状态，并且自带 90 后改革开放获得感的心理资本的天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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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岁的教师心理资本总分和各维度都表现出持续“放电”的状

态，在转型升格期学校提高教学、科研、行政工作总体要求和学历

生涯发展期待的多重社会比较因素下，上升阶梯攀爬艰难，存在心

理资本被消耗的现况。第三，41 岁以上教师在自我效能感维度的得

分较之 30 岁以下青年教师的得分要高，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都高于

31-40 岁年龄阶段的教师，这说明在心理发展的繁殖感体验和心理

资本消耗的平衡上，41 岁以上的教师找到了自我效能感的凭借，进

入到了资历、经验和获得感较为匹配的整体阶段。本结果一定程度

上可理解为心理资本的消耗属性，这为心理资本干预的人力资源管

理提供了分层干预的视角。

3.2.4 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婚姻、岗位性质、职称等差异

本研究地方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婚姻、岗位性质和职称等人口学

变量在心理资本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实际上，在

以往的研究中也有相应的情况，姜淑梅在综述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

研究中曾相应解释道：“从高校教师心理资本的人口学变量特征的研

究结果来看，目前不同学者在某些变量上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出

现分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研究群体不一致，研究的工具也不统一”

（姜淑梅，2020）。由于本研究样本集中在转型升格期时期的地方类

财经院校的教师，存在心理资本水平整体雄厚但区分度不高的情况，

婚姻、岗位性质和职称差异的心理资本水平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独

有现象，有待进一步深化探索。

4. 地方财经类高校转型升格期教师心理资本现况分析

本研究发现：（1）转型升格期地方性财经类高校教师总体心理

资本较为雄厚；（2）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男教师得分要显著高

于女教师；（3）博士研究生学历教师师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感维度

得分要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和本科学历教师该项得分；（4）

在 30 岁以下，31-40 岁，41 岁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

之间总体呈 U 型曲线的关系，但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

异；（5）婚姻、岗位性质和职称等人口学变量在心理资本总分和各

维度得分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根据上述对地方财经类高校转型升格期教师心理资本现况分析

可知，拟促进地方财经类院校教师心理资本需要解决好以下普适性

问题：（1）维护发展好地方性财经类院校转型升格期教师总体心理

资本水平；（2）提升不同群体教师特定维度心理资本品质，包括不

同性别、学历、年龄结构特征的教师心理资本；（3）针对不同年龄

层次心理资本教师心理资本现况设定相应的人力资源干预目标，特

别是为 31-40 岁阶段教师群体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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