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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关系的研究成果，聚焦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

医药类高职院校的研究现状。通过对比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相关实证研究与国内外文献的异同，分析

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均证实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对学习

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但针对特定专业领域的中介机制研究仍需深化。本研究通过揭示教师支持在心理资

本与学习投入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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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
ical capital, teacher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re-
search statu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medical vocational colleges. By compar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Yun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s and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confirm that psy-
chological capital and teacher suppor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but the re-
search on mediating mechanisms in specific professional fields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By re-
vealing the partial mediating role of teacher support i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earning engage-
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
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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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与“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投入与职业素养培养成为关

注焦点。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积极心理资源(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与教师支持(学术、情感、社会

支持)被广泛证实对学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普通高校或泛职业教育领域，针

对医药类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特异性研究较少。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作为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重要基

地，其学生面临复杂医学知识学习、高强度实践操作等挑战，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如何交互作用于学习

投入，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该校实证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

职业教育教学策略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进展 

2.1. 国外研究：从理论构建到实证探索 

心理资本理论起源于积极心理学，Luthans 等(2007) [1]首次提出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的提升作用，随

后被引入教育领域。国外研究表明，心理资本通过增强学生抗压能力、目标坚持性直接促进学习投入。

例如，Dweck (2017)的成长型思维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更易主动寻求教师支持，进而提升学习

参与度[2]。教师支持方面，国外研究聚焦于“支持型教学环境”构建，证实教师的学术指导(如个性化反

馈)和情感支持(如师生互动)能显著缓解学习焦虑，提升学业韧性。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双元制教育模

式中，企业导师的社会支持被证实对学徒的职业认同与学习投入具有长效影响。然而，国外研究多基于

西方教育体系，对中国职业教育情境的适配性有限，尤其缺乏对医药类专业高强度、高实践性学习场景

的关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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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职业教育情境下的本土化探索 

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2.2.1. 心理资本的基础作用 
针对高职学生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且韧性维度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影响

更突出。例如，程临静等(2023)通过“三件好事”打卡活动提升高职生心理资本，发现其学习投入度显著

提高[4]。医药类专业方面，前期研究指出，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临床技能操作投入度呈强

关联。 

2.2.2. 教师支持的多维效应 
国内学者将教师支持划分为学术支持(如课程指导)、情感支持(如心理关怀)和社会支持(如职业规划

引导)，发现三者均能正向预测学习投入[5]。在高职教育中，荣利颖等(2023)提出“产教融合型教师支持”

概念，强调企业教师的实践指导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关键作用[6]。然而，医药类高职院校教师支持的

研究多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缺乏对“医学课程特殊性–教师支持方式–学习投入”链条的深度解析。 

2.2.3. 中介与调节机制研究 
部分研究关注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如郭成月(2017)发现职业认同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间起中介作

用[7]；涂鹏(2021)指出“双师型”教师心理资本通过教学效能感间接影响学生学习投入[8]。但针对教师

支持是否中介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现有研究结论不一，尤其在医药专业领域尚未形成共识。 

3.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实证研究与国内外成果对比 

3.1. 研究设计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该校 22 级临床医学、23 级临床医学和 23 级口腔医学专业 450 名学生为样本，采用分层随

机抽样法，通过心理资本量表(4 维度)、教师支持量表(3 维度)、学习投入量表(3 维度)收集数据，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为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补充开展质性研究，在第二学期对 24 级口腔医学专业 70
名学生、24 级临床医学专业 100 名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围绕“心理资本发展”“教师支持感知”“专

业学习投入体验”等主题展开，形成访谈记录，与量化数据形成互补。与国外研究相比，样本聚焦医药

类专业，突出职业教育的“专业性”与“实践性”；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首次将教师支持作为心理资

本影响学习投入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 

3.2. 关键发现对比分析 

3.2.1. 心理资本的直接效应：共性与专业特异性 
国内外研究均证实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正向影响，与 Luthans (2007)、程临静(2023)的结论一致。

但本研究发现，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临床医学专业，可能与该专业“早临床、

多实践”的教学模式有关——高频实操训练增强了学生对专业技能的信心，印证了医药类专业学习中

“实践反馈–自我效能–投入度”的循环促进机制。 

3.2.2. 教师支持的中介作用：理论突破与情境适配 
本研究首次在医药职业教育情境中验证教师支持的部分中介作用，即心理资本通过教师支持间接影

响学习投入。这与国外“支持型环境”理论及国内荣利颖(2023)的产教融合研究形成呼应，但更强调医学

教师的“双重支持”特性： 
1. 学术支持：医学课程的复杂性(如解剖学、病理学)需要教师提供精准的知识解析与临床案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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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深度； 
2. 情感支持：面对医患沟通、职业伦理等压力，教师的情感关怀能缓解学生焦虑，如本研究中情感

支持得分高的学生，其学习持久性(认知投入维度)显著更高。 

3.2.3. 年级差异：职业教育阶段的动态变化 
23 级学生各变量得分普遍高于 22 级，反映出随着专业学习深入，学生对教师支持的感知增强(如临

床课程中教师示范操作的频次增加)，心理资本随专业认同提升而积累。这与德国职业教育“渐进式支持”

模式相似，但国内研究较少关注纵向数据，本研究为职业教育分阶段培养提供了实证依据。 

4. 研究创新与实践贡献 

4.1. 理论创新：构建“专业情境化”研究模型 

区别于普通教育研究，本研究将医药专业学习特征(如高技术性、高责任心要求)纳入分析框架，发现

心理资本的“韧性”维度与教师支持的“社会支持”维度(如职业发展引导)在医学知识学习中作用更突

出，丰富了心理资本理论在职业教育细分领域的应用。 

4.2. 实践启示：精准化教育干预策略 

1. 心理资本培育：结合医学案例设计韧性训练，如模拟医疗差错应对场景，提升学生抗压能力； 
2. 教师支持优化：建立“双师双导”机制——专业教师提供学术支持，临床导师强化职业认同引导，

形成立体化支持体系； 
3. 动态反馈机制：利用教学管理系统追踪学生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感知变化，针对性调整干预措施，

如为低年级学生增加基础课程的一对一辅导。 

5. 结论 

国内外研究为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提供了丰富证据，但针对医药类高职院校的专

业特异性研究仍需深化。本研究通过实证对比，证实教师支持在心理资本与学习投入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为职业教育“精准育人”提供了新路径。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拓展样本广度、方法深度与理论维度，推动

研究成果向教育实践的转化。 

6. 未来展望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深化理论分析：进一步探讨心理资本、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内在机制，结合医药类高职院

校的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尝试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例如，研究心理资本各维度(自我效能、

希望、韧性、乐观)对学习投入不同方面(认知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的具体影响路径，以及教师支

持在这些路径中的差异化中介作用，从而更精准地揭示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2. 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量，选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如公办与民办、综合型与行业特色型)的

医药类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适性。可在现有样本基础上，纳入 24
级口腔医学(70 人)、24 级临床医学(100 人)等更多年级学生，形成跨年级(22~24 级)的纵向追踪数据，分

析心理资本与教师支持随学习阶段深入的动态变化规律。通过跨地区、跨类型的比较分析，深入探究地

域文化、学校办学理念等因素对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关系的影响，为不同情境下的医药类高

职教育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3. 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例如访谈、案例分析等。本研究已通过对 24 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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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医学(70 人)、24 级临床医学(100 人)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临床实践压力下的教师情感支持需

求”“职业认同构建中的社会支持缺口”等核心议题，后续可进一步通过叙事分析、焦点小组讨论等方

法深化质性研究，与量化结果形成三角验证。通过访谈医药类高职院校的学生、教师，深入了解他们对

心理资本、教师支持的感知和体验，以及学习投入的实际表现和影响因素。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选取典

型班级或学生个体进行跟踪研究，动态观察心理资本和教师支持的变化对学习投入的长期影响，以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 
4. 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中充分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如学生家庭背景(家

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水平等)、学习习惯(学习时间管理、学习方法运用等)、专业满意度、就业压力等，

并进行相应的统计控制。通过构建多变量模型，分析这些变量与心理资本、教师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及它们对学习投入的独立影响和共同影响，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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