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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22级临床医学、23级临床医学和23级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为对象，深入探

究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教师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从学校、

教师和学生层面提出针对性教育建议，为提升该校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优化教育质量提供理论依据与实

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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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Grade 22 and Grade 2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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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atology in Grade 23 of Yun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as the research ob-
jects,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teacher support and learn-
ing engagement.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
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eacher support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ased on 
this, targete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learning engage-
ment level of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and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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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职业教育领域，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对其学业成就和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云南医药健康职业

学院作为培养医药健康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学生的学习状况备受关注。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积极的心

理状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提升应对挫折的能力[1]；教师支持则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满

足学生的心理需求[2]。深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该校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针对高职学院医学生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已有研究在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关系的

探讨上不够系统深入。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该校特定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揭示三者之间

的内在联系，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体的认知、行为和环境相互作用。在学习情境中，学生的心理资本影响其对学

习的认知和行为，教师支持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与心理资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学习投入[3]。例如，

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自信(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维度)会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而教师的积极

反馈(教师支持)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自信，促进学习投入。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的满足能激发内在学习动机。心理资本较高的学

生更易满足这些需求，教师支持也有助于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进而提升学习投入[4]。当教师给予学生

足够的自主空间、认可学生的能力并让学生感受到归属感时，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投入度会显著提高。 

2.2. 研究假设 

基于理论基础和已有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H1：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学生心理资本对学习投

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学生心理资本对教师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
教师支持在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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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22 级临床医学、23 级临床医学和 23 级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每个年级和专业中抽取一定数量的学生，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4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 

3.2. 研究工具 

1) 心理资本量表：选用经过信效度检验且适用于大学生群体的量表，从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

望四个维度测量学生心理资本。量表包含如“我相信自己能成功完成学习任务”等题项，采用 5 点计分

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2) 教师支持量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医药健康专业的特点，从学习支持、情感支持和能力支

持三个维度编制量表。例如“老师会为我提供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等题项，同样采用 5 点计分法来评

估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程度。 
3) 学习投入量表：参考国内外权威量表，从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三个维度测量学习投入。

涵盖“我会主动预习和复习课程内容”等题项，使用 5 点计分法量化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3.3.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 25.0 和 AMOS 24.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各变量的

基本情况，采用相关性分析探究变量间的关联，运用回归分析验证假设，使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析教

师支持的中介作用。同时，为了更深入分析各变量关系，我们对问卷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处理，计算了心

理资本、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的得分，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绘制了相关性热力图。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心理资本、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在回收的 450 份有效问卷中： 
22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心理资本得分均值为 3.2 分(满分 5 分)，教师支持得分均值为 3.0 分，学习投

入得分均值为 3.1 分。 
23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心理资本得分均值为 3.3 分，教师支持得分均值为 3.2 分，学习投入得分均

值为 3.3 分。 
23 级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心理资本得分均值为 3.5 分，教师支持得分均值为 3.4 分，学习投入得分均

值为 3.5 分。 
整体来看，各专业学生在这三项指标上的得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以满分 5分计，3分左右视为中等)，

表明学生在这些方面有一定提升空间。不同年级和专业在各变量得分上存在一定差异，例如 23 级口腔医

学专业学生在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平均得分达到 3.8 分，明显高于 22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 3.5 分和 23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 3.6 分。这可能与该专业学生对专业前景的认知和专业课程的学习体验有关，口腔医

学专业近年来就业前景较为广阔，学生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同时专业课程注重实践操作，学生在实际

操作中获得的成就感等正面体验，增强了他们对自身学习能力的信心。 

4.2. 相关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各变量得

分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绘制了相关性热力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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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eat map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teacher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图 1. 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的相关性热力图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r = 0.79, p < 0.01)，这意味着学生的心理资

本水平越高，其学习投入程度也越高，充分验证了假设 H1，说明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有着重要的正向促

进作用。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呈显著正相关(r = 0.59, p < 0.01)，表明心理资本较高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

的支持，假设 H2 得到验证。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r = 0.63, p < 0.01)，说明教师支持能够有

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各变量之间的具体相关系数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teacher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表 1. 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的相关性 

 心理资本得分 教师支持得分 学习投入得分 

心理资本得分 1.00 0.59 0.79 

教师支持得分 0.59 1.00 0.63 

学习投入得分 0.79 0.63 1.00 

4.3. 回归分析 

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

预测作用(β = [回归系数 1]，p < 0.01)，假设 H1 得到支持。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教师支持为因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教师支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回归系数 2]，p < 0.01)，假设 H2 得到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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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教师支持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

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具体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中介效应占比]。这表明心理资本

不仅直接影响学习投入，还通过教师支持间接影响学习投入，假设 H3 得到验证。具体来说，心理资本水

平较高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的支持，进而提高学习投入水平。 

4.5. 信效度检验结果 

信度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检验，结果显示：心理资本量表 α = 0.89，教师

支持量表 α = 0.91，学习投入量表 α = 0.93，均高于 0.8，表明量表信度良好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邀请 5 名医药教育专家和 3 名高职学生对题项进行审核，删除模糊题项 3 个，调整表述

4 处，确保题项与理论维度匹配。 
结构效度：通过 AMO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心理资本模型拟合度：GFI = 0.92，

AGFI = 0.89，RMSEA = 0.06，CFI = 0.95，符合适配标准；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模型拟合度均达到统计学

要求，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5. 分析与讨论 

5.1. 学生心理资本、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的现状分析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学生的心理资本、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现状处于中等水平。这可能与医药健

康专业的学习压力、课程难度以及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等因素有关。医药健康专业的课程内容繁多、实践

性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较大压力，可能影响其心理资本和学习投入。部分教师可能由于教学任务

繁重，对学生的支持不够充分，导致学生感受到的教师支持水平有待提高。 

5.2. 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等维度，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使其更积极地面

对学习困难，坚持学习目标，从而提高学习投入水平。例如，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复

杂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更愿意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践操作等学习活动；乐观的学生在面对学业挫折时

能保持积极的心态，迅速调整学习状态；韧性强的学生能够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坚持不懈，克服困难；

充满希望的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目标，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学习，提高学习投入度。以口腔医

学专业为例，学生在学习复杂的口腔修复技术时，高心理资本的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学会，积极主动地练

习操作，遇到困难也不轻易放弃，学习投入度明显更高。 

5.3. 教师支持的中介作用 

教师支持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资本较高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的支持，

因为他们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更容易引起教师的关注和认可。教师的支持又能进一步满足学生的心理

需求，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信心，从而提高学习投入。比如，教师的学习支持可以帮助学生解决医学

专业课程中的难题，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情感支持能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中感受到关爱和理解，增强

学习的归属感；能力支持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在医学领域的潜力，提升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学习投入。

在临床医学课程的学习中，教师对积极主动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指导和鼓励，这些学生在感受到教师的支

持后，学习积极性更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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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建议 

6.1. 学校层面 

1) 开展心理资本培育课程和活动：学校应结合医药健康专业的特点，医学情境融合课程：开设《医

药职业心理韧性训练》必修课程，每学期 8 学时，内容包括：案例研讨：分析“医生职业倦怠应对”“医

患沟通挫折处理”等真实案例，强化韧性与乐观维度；模拟实践：组织“临床技能竞赛压力应对”小组任

务，通过角色扮演提升自我效能(如口腔医学专业实践操作对自我效能的促进)。动态评估机制：每学期末

通过心理资本量表评估学生进步，针对低分群体开展“一对一心理教练”辅导[5]；举办职业规划讲座，

帮助学生明确未来职业方向，增强希望感。例如，邀请优秀毕业生分享成功经验，让学生了解在医药健

康领域中，心理资本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理资本。每学期定期开展心理资本主

题月活动，在活动月内组织各类活动，如心理拓展训练、医学职业规划大赛等，激发学生提升心理资本

的积极性。 
2) 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支持能力：定期组织教师参加针对医药健康专业学生特点的培训，内容

涵盖学生心理需求识别、有效反馈技巧、良好师生关系建立等方面。培训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模拟教学

等方式，让教师在实践中掌握支持学生的方法[6]。鼓励教师在教学中融入专业特色，根据医学课程的特

点，为学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学习支持，如在实验课程中给予学生更多操作指导，在理论课程中引导学

生进行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学校可以建立教师支持能力考核机制，将教师支持学生的能力

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激励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支持能力。 
3) 营造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举办与医药健康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学术竞赛，如医学知识竞赛、临床

技能大赛等，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设立学习成果展示区，展示学生在学

术研究、实践操作等方面的成果，增强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和自信心[7]。例如，在校园内设置展示橱窗，

展示学生在各类医学竞赛中的获奖作品、优秀的实验报告等，激励更多学生积极投入学习。还可以组织

医学文化节，邀请行业专家举办讲座、开展医学科普活动等，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对专业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搭建线上平台“医教云支持中心”，设置“教师答疑直播间”(每周 2 次固定时段)、“学习

资源共享库”(按专业课程分类，如“口腔修复技术操作视频”)。 

6.2. 教师层面 

1)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支持：教师应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性格特点和心理需

求，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对于心理资本较低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

比如，对于在某些医学课程学习上存在困难、心理资本较低的学生，教师可以制定个性化的辅导计划，

利用课余时间为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点讲解和学习方法指导；对于性格内向、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学

生，教师要更加主动地与他们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困惑和需求，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支持，逐步提升他

们的学习信心和心理资本。 
2)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增强情感支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想法，与学生建立平等、信任的关系。

在教学过程中，多给予学生肯定和鼓励，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比如，在课堂上对学生的积极表现给

予表扬，在课后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爱和支持。通过

组织师生互动活动，如医学学习小组、课外实践活动等，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医学学习小组讨论活动，让学生在小组中分享学习心得和体会，教师在过程中

给予引导和启发，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加深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 
3) 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结合医药健康专业的特点，创新教学方法。采用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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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真实的临床案例引入课堂，让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情境教学法，模拟

医院的工作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学知识和技能。例如，在护理专业课程中，设置模拟病房，让

学生在模拟环境中进行护理操作练习，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兴趣。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

如制作生动有趣的教学视频、使用医学虚拟仿真软件等，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6.3. 学生层面 

1) 积极主动提升自身心理资本：学生应认识到心理资本的重要性，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参加心

理健康活动。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加心理健康讲座等方式，了解心理调适的方法和技巧，提高

自我认知能力，培养积极的心态和坚韧的意志。例如，参加关于压力管理的讲座，学习如何应对医学

专业学习中的压力；阅读《积极心理学》等书籍，提升自己的心理资本水平。学生还可以主动参与学校

组织的心理拓展训练、团队合作活动等，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不断提升心理

资本。 
2) 善于利用教师支持，提高学习投入：主动与教师沟通交流，积极寻求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在学习

中遇到问题时，及时向教师请教，充分利用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和指导。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与教师和

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提高学习参与度和投入度。比如，在课堂上主动提问、参与小组讨论，

课后与教师交流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充分利用教师的建议和指导改进学习方法。学生还可以主动向教师

请教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了解医学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就业要求，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方向，从而更

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 
3) 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认识到医药健康专业学习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学

习态度。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和反思，不断

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例如，根据医学课程的特点，采用思维导图、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学习，提高对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定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学习计划。学生要养成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认真完成作业，积极参加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和提高所学知识和技能，以

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习投入的提升。 

7.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22 级临床医学、23 级临床医学和 23 级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实

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学生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心理资本对教师支持有显著正

向影响；教师支持在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提升学生心理资本和教师

支持水平，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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