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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心理资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现状，并探索提升策略。采用问

卷调查法对364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韧性)与专

业认同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心理资本各维度对专业认同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根据研究结果，

进一步探讨积极心理学干预措施，通过提升心理资本，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对于激发其

职业热情、提升教育实践能力以及实现个人职业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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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
sional ident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it.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self-efficacy, hope, optimism, resili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364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re ana-
lyzed b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ach dimens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further discus-
s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rough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en-
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timulating their career enthusiasm, improving their educational practice ability and achieving 
personal career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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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专业认同感作为教育专业学生职业发展的关键心理资本，对于激发其职业热情、提升教育实践能力

以及实现个人职业目标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受到社会观念、教育环境、个人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部分学生对学前教育专业的认知存在偏差，对从事的幼儿教育工作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心，不仅影

响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职业发展，也对学前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鉴于此，本文从心理资本的视角出发，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探

讨提升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共同推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升，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贡献力量。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旨在探索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专业认同感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为了确保样本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曲靖

市 Q 区某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 364 名不同学制、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本研究采用的问卷包

括：人口统计学信息调查、寇悦《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第二部分、张阔改

编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Q)。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寇悦编制，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本研究采用

了第二部分，该部分共 26 道题，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关于专业认识、专业态度和情感以及专业

行为这三个维度进行的测评，来了解和调查他们的专业认同感现状。其中专业认识(第 1~10 题)主要包括

是否了解专业要求的素质、专业的就业状况、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要具备的资格证书、专业的师资情

况、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等；专业态度和情感(第 11~19 题)包括对于专业的喜爱程度和积极期待；专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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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20~26 题)则是在专业学习方面显现出在行为上的积极主动性。本问卷的测评方法采用 Likert 5 点计

分，《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的选项分别是“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一

般”“基本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计分为 1、2、3、4、5。问卷没有负向记分，问卷的越高表示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就越高[1]。 
心理资本采用的是由张阔改编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Q)张阔等人遵循的观点，在参考国内外相

关测量工具和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编制了包含自我效能感、乐观、韧性、希望 4 个因子，26 题的《积

极心理资本量表》(PPQ)，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1 分)到完全符合(7 分)。其中第 8、10、
12、14、25 五个题项为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表示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2]。 

本问卷通过电子形式进行发放，收集到的数据将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以了解样本的基本情况和变量的分布特征。随后，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专业

认同感与心理资本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本问卷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3，KMO 值

为 0.802。最终说明本研究信度、效度良好。 

3. 结果与分析 

3.1.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的现状分析 

1) 专业认同感的现状分析 
对 364 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情况及其相关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见

表 1。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1.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分析结果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专业认同感 364 1.500 4.770 3.398 0.489 3.350 

专业认识 364 1.300 5.100 3.466 0.532 3.400 

专业态度和情感 364 1.560 5.000 3.337 0.600 3.220 

专业行为 364 1.430 5.000 3.380 0.568 3.290 

 
由表 1 统计结果可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均值为 3.398，明显高于理论均值 3，

说明其专业认同感的总体水平处于中上游。 
具体从各维度来看，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学前教育这个专业从情感上的认可和接受度相对

较低，高职院校学生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在专业方面主动参加相关活动的积极性较

高。 
2) 心理资本的现状分析 
对 364 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资本及其相关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见表 2。 
由表 2 统计结果可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资本的均值为 4.157，明显高于理论均值 3，

说明其心理资本的总体水平处于中上游。 
具体从各维度来看，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得分均值相对较高，这意味着高职学生在面对学习和生

活中的挑战时，具备较好的心理调适能力和自信、乐观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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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stud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2.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心理资本分析结果 

心理资本 364 1.920 6.620 4.157 0.762 4.080 

自我效能感 364 1.000 6.570 3.979 0.921 4.000 

韧性 364 1.140 6.570 3.771 0.942 3.860 

希望 364 1.670 7.000 4.572 0.945 4.500 

乐观 364 1.000 7.000 4.397 0.953 4.330 

3.2.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为了解学制、成绩排名、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来源、家庭养育方式等对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专业认同感及其相关维度、心理资本及其相关维度的差异性，对样本分别进行差异检验和方差分析，

统计结果如下： 
1)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学制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专业认同感及各维度、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学制上的组间差异，结果发现，

三年制样本对于乐观，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认同感共 4 项明显高于五年制样本，数据表现

为乐观(t = 2.149，p = 0.032* < 0.05)，专业态度和情感(t = 2.131，p = 0.034* < 0.05)，专业行为(t = 4.639，
p = 0.000** < 0.01)，专业认同感(t = 2.835，p = 0.005** < 0.01)，这可能由于学习周期的差异，三年制学生

学习周期较短，对专业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目标导向；三年制学生年龄及心理成熟度较高，在入学时已

经具备了较高的成熟度和自我管理能力；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教师期望等原因。 
2)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成绩排名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方差检验分析专业认同感及各维度、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是否担任成绩排名上的组间差异，结

果见表 3 所示，成绩较好样本对于自我效能感，韧性，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

行为，专业认同感共 8 项显著高于成绩较差和一般的样本。这可能是因为成绩较好的学生可能因为过往

的成功经历，对自己的能力有更高的信心；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正面反馈和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教育

资源；成绩较好的学生可能掌握更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专业技能和知识更强；成绩较好的学生可能

更多地受到内在动机的驱动，有助于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投入和专注等原因。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nce tes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performance ranking 
表 3.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成绩排名上的方差检验分析结果 

 
成绩排名(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较差(n = 22) 一般(n = 303) 较好(n = 39) 

自我效能感 3.40 ± 1.07 3.92 ± 0.86 4.76 ± 0.83 21.25 0.000** 

韧性 3.63 ± 0.99 3.73 ± 0.90 4.15 ± 1.13 3.635 0.027* 

希望 4.28 ± 1.04 4.50 ± 0.89 5.32 ± 0.99 15.157 0.000** 

乐观 4.13 ± 0.86 4.36 ± 0.93 4.87 ± 1.07 6.19 0.002** 

心理资本 3.83 ± 0.81 4.10 ± 0.71 4.75 ± 0.84 15.713 0.000** 

专业认识 3.32 ± 0.49 3.46 ± 0.51 3.62 ± 0.70 2.451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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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业态度和情感 3.31 ± 0.66 3.30 ± 0.57 3.66 ± 0.72 6.329 0.002** 

专业行为 3.21 ± 0.59 3.34 ± 0.54 3.76 ± 0.60 10.701 0.000** 

专业认同感 3.29 ± 0.52 3.37 ± 0.46 3.67 ± 0.59 7.117 0.001** 

*p < 0.05；**p < 0.01。 
 
3)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专业认同感及各维度、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组间差异，

结果发现，独生子女样本对于自我效能感(t = 3.047，p = 0.002** < 0.01)，希望(t = 2.385，p = 0.021* < 0.05)，
心理资本(t = 2.503，p = 0.013* < 0.05)共 3 项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样本。这可能是由于家庭关注和资源获

得程度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父母期望差异，情感支持差异等造成的。 
4)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专业认同感及各维度、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生源地上的组间差异，结果发

现，农村生源地样本对于自我效能感，希望，心理资本，专业认识，专业认同感共 5 项显著低于城镇生

源地样本。这可能是由于资源获取差异、经济状况压力差距、教育环境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和课程

设置差异、家庭支持差异、信息获取渠道差异、教育期望差异等造成的。 
5)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家庭养育方式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方差检验分析专业认同感及各维度、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家庭养育方式的组间差异，结果见表

4 所示，民主型家庭养育方式样本对于韧性，心理资本，专业行为 4 项均显著高于其他样本，忽视型家庭

对于专业行为 1 项显著低于其他样本，溺爱型家庭养育方式对于乐观 1 项高于其他样本。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nce tes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family parenting style 
表 4.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在家庭养育方式上的方差检验分析结果 

 
家庭养育方式(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专制型(n = 40) 民主型(n = 307) 溺爱型(n = 9) 忽视型(n = 8) 

自我效能感 3.76 ± 0.99 4.02 ± 0.90 4.02 ± 1.03 3.48 ± 0.98 1.773 0.152 

韧性 3.31 ± 0.95 3.83 ± 0.91 3.70 ± 0.80 3.82 ± 1.64 3.782 0.011* 

希望 4.35 ± 1.16 4.62 ± 0.90 4.24 ± 0.85 4.27 ± 1.29 1.61 0.187 

乐观 4.00 ± 1.08 4.45 ± 0.92 4.52 ± 1.12 4.10 ± 0.98 2.973 0.032* 

心理资本 3.83 ± 0.89 4.21 ± 0.73 4.10 ± 0.64 3.90 ± 1.11 3.276 0.021* 

专业认识 3.43 ± 0.53 3.48 ± 0.52 3.42 ± 0.37 2.97 ± 0.81 2.522 0.058 

专业态度和情感 3.22 ± 0.68 3.36 ± 0.57 3.28 ± 0.52 3.08 ± 1.09 1.119 0.341 

专业行为 3.37 ± 0.64 3.40 ± 0.55 3.33 ± 0.51 2.82 ± 0.65 2.723 0.044* 

专业认同感 3.34 ± 0.53 3.42 ± 0.47 3.35 ± 0.42 2.97 ± 0.83 2.435 0.065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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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解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这两个变量及其维度进

行两两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和

韧性四个维度[3]。专业认同感是指学生在以往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对专业形成的认知、情感和态

度以及主动行为表现的总和，包括专业认识、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认同感四个维度[4]。从

表 5 可知，自我效能感、韧性、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与专业认识，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

认同感之间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为了研究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如何进行

影响，我又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5. 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 

 自我效能感 韧性 希望 乐观 心理资本 

专业认识 0.396** 0.226** 0.454** 0.388** 0.446** 

专业态度和情感 0.405** 0.273** 0.452** 0.467** 0.486** 

专业行为 0.432** 0.271** 0.528** 0.442** 0.509** 

专业认同感 0.472** 0.295** 0.546** 0.498** 0.551** 

**p < 0.01。 

3.4. 专业认同感、心理资本的线性回归分析 

从下表 6 可知，将自我效能感、韧性、希望、乐观、心理资本作为自变量，而将专业认识、专业态

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认同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值均 > 0，自我效能感、韧性、

希望、乐观、心理资本全部均会对专业认识、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认同感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关系。 
 

Table 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6. 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专业认识 专业态度和情感 专业行为 专业认同感 

自我效能感 0.228 0.264 0.267 0.251 

韧性 0.128 0.174 0.163 0.153 

希望 0.255 0.287 0.317 0.283 

乐观 0.217 0.294 0.264 0.256 

心理资本 0.311 0.383 0.38 0.354 

因变量：专业认识、专业态度和情感、专业行为、专业认同感。 

4. 研究结论 

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心理资本会对体育锻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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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本本身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专业认同感水平。积极心理学是促进个体积极发展的学科，从积极心理学

的视角出发，通过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可以有效增加学前教育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4.1. 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中的核心维度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进行一次活动时，对自身成功完成任务的一种主观判

断[5]。在学前教育专业，具备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可能积极参与专业课程和实践活动，从而加深对学

前教育专业的理解和认同。 
增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我效能感，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成功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建立自信，提供正面反馈和建设性的指导，从而增强学生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信念，提高专业认同

感，例如：为学生提供经验丰富的导师和成功模型，邀请成功的教育专业人士如优秀学长学姐、优秀幼

儿园教师进行案例分享和宣讲等方式让学生获得正面反馈；在教授教法课时，多使用活动实训室，通过

模拟教学和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尝试和犯错，教授有效和实用的教学策略，增强学

生面对挑战的信心。 

4.2. 韧性 

心理资本中的核心维度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挑战或逆境时的适应和恢复能力。 
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韧性，可通过模拟教学、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学生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能够

展现出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增强他们面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准备，例如：在每学期安排实践课程和实地观

察，要求学生进行不同阶段的跟班观察和学习，提前了解幼儿教师的工作性质和挑战，由易到难解决职

业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教授学生如何应对压力和逆境，包括时间管理和情绪调节技巧[6]。 

4.3. 希望和乐观 

心理资本中的核心维度希望是指个体对未来成功持有积极的预期，并能够为目标的实现制定路径和

策略，希望不仅是对职业成就的期待，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动力，它鼓励学生不断学习、进步，并实

现自我价值。 
心理资本中的核心维度乐观是指对现在和未来成功持有积极的归因，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和

工作中的困难，乐观的个体对现实和未来持有积极的态度倾向。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希望和乐观态度，教育者应该鼓励学生设定职业目标，并为他们提供实现目

标的路径和策略，帮助学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学习和职业发展，例如：鼓励和帮助学生设定可实

现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教授他们如何制订计划并采取行动以实现目标，记录和庆祝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

教授学生如何识别和挑战消极思维模式，以积极的方式应对挫折与压力；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展示如

何在困难中寻找机会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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