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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
专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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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326名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专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发现:(1)特殊教育专业师范女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及利他动机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男

生,学习成绩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之间差异显著;(2)非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移情型利他

动机上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师范生;工作意向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之间差异显著;(3)特殊教育专业

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专业

认同在其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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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是我国未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重要新生力量,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培养关系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特殊教育是对特殊学生给予理解、尊重、关爱的教育,是涉及师生

之间人际互动的职业,这就要求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应给予特殊学校的学生更多的爱心、关心以及帮

助,这就涉及他们对特殊学生的利他动机、对所学专业的认同以及职业主观幸福感等方面的问题。
利他动机来自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利他动机对于利他行为产生的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较多,对利他动机的研究较少,发表的研究论文屈指可数。这些零星研究主要集

中于探讨青年志愿者及大中学生的利他动机的现状及特点。张会平、李虹对北京大学生利他动机

的调查发现,57.4%的大学生报告有高度的利己性动机,63.2%的大学生报告有高度的利他性动

机[1]。景晓娟调查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青年志愿者的利他动机,发现他们的利他动机具有多层

次、多元化的特点,其内源性利他动机和外源性利他动机并存,并表现出“由外源到内源”的发展转

化[2]。耿希峰研究了情境因素与利他动机的关系,认为个体利他行为发生的情境为:非紧急情境与

紧急情境两种,并分析了不同情境对个体利他动机的激活程度、指向目标、维持功能的影响,概括了

两种情境下个体可能存在的多种利他动机[3]。耿希峰、马丽枝等研究了佳木斯市中学生在三种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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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灾害条件下利他动机的构成及发展倾向,发现中学生的利他动机各种各样,其利他动机呈现出由

低水平动机向高水平动机发展的趋势[4]。胡惠调查了广州中学生的利他动机,发现他们有低度利

己性利他动机和高度利他性利他动机[5]。而国内迄今还没有学者研究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是否具

备对特殊学生的利他动机的问题。笔者认为,研究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是否具备对特殊学生的利

他动机非常重要。由于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工作或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他们比其他专业的师

范生具备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特殊学生服务的意识,并具有对特殊学生的利他动机。据调查,我
国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存在人才流失、专业认同不够、在特殊教育行业就业的人数偏低等问

题[6]。笔者在与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访谈中也发现,一些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不喜欢或不认同

特殊教育专业,希望能像其他专业的师范生一样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得到更多的工资

薪酬,在社会竞争中获得成功,得到社会的认可。
专业认同是个体认同所从事专业工作的社会价值,以及认为自身有能力胜任所从事的专业工

作[7];是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地态度和主动地行为去学习与探究。我国

学者着重研究了师范生对专业的认同现状、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总体

呈现良好态势,但存在专业意识淡薄、自我定位与教师职业定位不明确、专业认知与行为存在不协

调的问题。重要他人的激发与引导、教育教学的实践与经历所遇到的困惑是影响师范生专业认同

的重要因素之一[8]。有研究发现,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专业认同处于“中级”阶段[9]。还有研究

者运用叙事探究方法,分析并揭示了个案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专业认同的成长轨迹与影响因

素,探讨了促进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专业认同的措施[10]。然而,目前尚无关于特殊教育专业师范

生的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的关系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近年我国研究的热点之一,各国的心理学家对此也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尤以迪埃

纳(Diener)的研究最为著名。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

价[11]。多数学者认同迪埃纳的研究。目前,我国主要集中于研究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影响

因素。研究显示,免费师范生和普通师范生在总的主观幸福感上无显著差异,农村生源的免费师范

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城镇生源的免费师范生,免费师范生的自我满意因子和社会性行为因子

低于普通师范生[12]。但国内还没有人研究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
从上述研究发现,我国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专业认同与主观

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该问

题很有必要。因为研究发现,具有利他动机的人,看到他人处于困境中时更愿意提供帮助,从而感

到助人为乐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13]。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要胜任特殊教育工

作,就需要他们树立高尚的利他动机,认同和热爱特殊教育专业,愿意为特殊学生服务,由此可能会

感受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有人对大学生的专业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

业认同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专业认同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14]。硕士

研究生的专业认知与专业情感,对他们的总体幸福感总分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并能预测其总体幸

福感总分的11%的变异信息[15]。由此假设,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与其专业认同之间存

在一定的关系,并通过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其主观幸福感。通过本研究,能够发现特殊教育专

业师范生在利他动机、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特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
展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针对性教育工作,提高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培养质量,使特殊教育

专业师范生甘愿从事特殊教育职业,为促进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西南大学、贵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长春大学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



生,共发放问卷354份,回收有效问卷326份,有效率为92.10%。其中男生121名,女生205名;低
年级学生151名(大一、大二学生),高年级学生175名(大三、大四学生)。

(二)研究工具

1.利他动机问卷

首先,对西南大学个别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访谈,并根据特殊教育专家意见自编问卷。在

本研究中,利他动机是指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出于帮助特殊学生的目,的而选择特殊教育专业或将

来要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符合社会责任及道德规范,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肯定和赞许的动

机。其次,设定问卷标准。自编问卷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等级,采用5级计分。通过

因素分析得出问卷a系数在0.800~0.877之间,分半信度在0.708~0.871之间,说明问卷具有良好

信效度。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815.9,df=140,χ2/df=5.82,CFI=0.80,NFI=0.76,IFI
=0.81,AGFI=0.74,GFI=0.75,TLI=0.79,RMSEA=0.08,说明问卷拟合度可以接受。最后,形
成了29个项目的正式问卷,其中包括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移情型利他动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和奖赏型利他动机4个维度。

2.专业认同问卷

采用秦攀博编制的专业认同问卷[16]。该问卷包括认知性专业认同、情感性专业认同、适切性专

业认同和行为性专业认同4个维度。问卷共23道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级计

分。该问卷α系数在0.760~0.894之间,分半信度在0.720~0.939之间,说明问卷的信效度较好。

3.主观幸福感问卷

采用迪埃纳(DieneE)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11]。问卷由3个分量表组成,即整体生活满

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问卷3个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89、0.771、0.815,分半信

度为0.673、0.657、0.704,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由于该问卷是国外编译的,因此本研究进行

了重测,重测信度为0.77,α系数为0.78。
(三)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利用SPSS11.5和Amos17.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特殊教育专业师范女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

及利他动机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表1说明差异显著。非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

移情型利他动机上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师范生,表明差异显著(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的差异

利他动机
性别

男(N=121) 女(N=205)
T

是否独生子女

是(N=54) 否(N=272)
T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37.23±7.896 39.22±6.313 -2.498* 39.15±6.400 38.35±7.113 0.766
移情型利他动机 35.65±5.379 36.57±5.655 -1.441 34.81±6.673 36.51±5.285 -2.057*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18.20±3.974 18.32±3.714 -0.272 18.63±3.987 18.20±3.774 0.753
奖赏型利他动机 20.31±3.256 21.09±3.089 -2.141* 20.54±2.918 20.85±3.219 -0.669

总分 111.40±18.324 115.20±15.782 -1.976* 113.13±16.963 113.92±16.848 -0.313

    注:*表示p<0.05。

(二)不同学习成绩、工作意向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的差异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习成绩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

利他动机及利他动机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得分是:成绩优良的师范生>成绩一般的师范生>成绩

较差的师范生;工作意向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利他动机总分及各维度上存在差异显著,其得

分是:愿意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师范生>无所谓的师范生>不愿意从事的师范生(见表2)。



表2 不同学习成绩、工作意向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的差异

利他动机
社会规范型

利他动机

移情型

利他动机

自我牺牲型

利他动机

奖赏型

利他动机
总分

学习成绩

优良(N=46) 39.85±5.959 35.72±6.400 19.07±3.844 20.98±3.337 115.61±16.467
一般(N=250) 38.64±6.934 36.50±5.426 18.27±3.765 20.96±3.014 114.37±16.628
较差(N=30) 35.07±8.090 34.77±5.224 17.07±3.912 19.20±3.791 106.10±17.750

F 4.614* 1.532 2.525 4.300* 3.601*

工作意向

愿意(N=231) 40.55±5.794 37.34±5.136 19.18±3.540 21.56±2.700 118.63±14.636
不愿意(N=31) 30.48±6.648 31.45±6.313 15.42±3.472 17.32±4.214 94.68±16.965
无所谓(N=64) 34.88±6.966 34.55±5.077 16.39±3.562 19.73±2.739 105.55±14.480

F 50.804*** 21.308*** 26.695*** 35.041*** 47.895***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三)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
果发现: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各个维度与专业认同各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利他动机各个

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主观幸福感的消极情感相关性不显著;利他动机的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移情型利他动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呈显

著正相关(见表3)。
表3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社会规范型

利他动机
1

2移情型

利他动机 0.750** 1

3自我牺牲型

利他动机 0.639** 0.587** 1

4奖赏型

利他动机 0.709** 0.718** 0.472** 1

5认知性认同 0.426** 0.378** 0.422** 0.442** 1
6情感性认同 0.580** 0.426** 0.552** 0.512** 0.347***1
7行为性认同 0.532** 0.466** 0.513** 0.502** 0.324***0.590***1
8适切性认同 0.457** 0.305** 0.507** 0.308** 0.272***0.632***0.553***1
9整体生活

满意度 0.261** 0.054 0.267** 0.105 0.153* 0.331** 0.275** 0.442** 1

10积极情感 0.258** 0.173** 0.220** 0.208** 0.210** 0.290** 0.300** 0.311** 0.253** 1
11消极情感 -0.083 0.022 -0.021 -0.085 -0.089 -0.109* -0.152**-0.166**-0.142**-0.098**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四)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利他动机各维度为自变量,专业认同总分及各维度和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作为因变量,
对专业认同和主观幸福感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奖赏型利他动机和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进入

认知性认同的回归方程;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和奖赏型利他动机进入情感性

认同、行为性认同及专业认同总分的回归方程,对专业认同有显著预测作用。自我牺牲型利他动

机、移情型利他动机和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进入整体生活满意度回归方程,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进

入积极情感回归方程,表明这些利他动机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见表4)。



表4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B Bate T

认知性认同

方程模型 0.499 0.249 53.605**

奖赏型利他动机 0.260 0.308 5.531**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0.188 0.267 4.796**

情感性认同

方程模型 0.634 0.402 72.160**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193 0.248 3.523**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0.395 0.277 4.608**

奖赏型利他动机 0.352 0.205 3.501**

行为性认同

方程模型 0.596 0.356 59.211**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112 0.182 2.486*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0.296 0.263 4.215**

奖赏型利他动机 0.334 0.247 4.055**

适切性认同

方程模型 0.528 0.278 62.311**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295 0.366 5.565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0.089 0.203 3.097

专业认同总分

方程模型 0.702 0.492 104.057**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434 0.240 3.693**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1.147 0.345 6.246**

奖赏型利他动机 0.891 0.224 4.135**

整体生活满意度

方程模型 0.340 0.115 13.984**

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 0.3 0.204 2.772**

移情型利他动机 -0.247 -0.246 -3.458**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227 0.283 3.415**

积极情感
方程模型 0.258 0.067 23.150**

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 0.211 0.258 4.81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五)对专业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假设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可以通过影响其专业认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

响,同时其利他动机又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以专业认同为中介变量,利他动机为自变量,主
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三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专业承诺的中介作用显著。由于第3个T 检验

不显著,所以属于完全中介效应(见表5)。
表5 专业认同感在利他动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检验步骤 β Se t-value p-value

第一步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自变量 利他动机 0.1725 0.0419 4.112** 0.0000

第二步
因变量 专业认同感

自变量 利他动机 0.5044 0.0309 16.348** 0.0000

第三步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自变量 利他动机 -0.0552 0.0535 -1.031 0.303
中介变量 专业认同感 0.4513 0.0713 6.326** 0.0000

          注:**p<0.01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通过AMOS17.0软件分析发现,专业认同在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

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5928(0.78×0.76),总的效应值为0.8428(0.25+0.78
×0.76),中介效应值占到总效应值的70.7%。模型图1如下:



图1 利他动机、专业认同感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四、讨 论

(一)不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特殊教育师范专业师范女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及利他动机

总分上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与男女性别在性情、感受能力等心理上的差异有关。相对而言,女生

比男生更容易遵守社会规范,更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更善解人意和具有同情心,情感比

较细腻,更善于体验特殊学生的感受,所以女生在上述利他动机方面得分比男生要高。研究还发

现,在利他动机总分上,是否为独生子女的特殊教育师范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移情型利他

动机上,非独生子女师范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师范生。这可能是非独生子女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家庭成员较多,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帮助、照顾和关心,他们的移情能力较高,而独生子女特殊

教育专业的师范生,由于家中缺乏兄弟姐妹,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更多考虑的是自己,所以两者在移

情型利他动机上存在差异。
(二)不同学习成绩、工作意向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的差异

研究发现,不同学习成绩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及利

他动机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得分是成绩优良的师范生>成绩一般的师范生>成绩较差的师范生。
这可能是成绩好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更高的专业认同和学习动机,并更了

解特殊教育专业的特点,所以他们的利他动机比成绩差的师范生更高,更想通过勤奋学习来帮助特

殊学生。研究还发现,在利他动机总分及4个维度上,工作意向不同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之间差

异显著,得分是愿意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师范生>无所谓的师范生>不愿意从事的师范生。可能

是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水平较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职业选择上更容易受社会提倡的价值观

和道德规范的影响,所以更愿意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移情型利他动机水平较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

生,能够通过将心比心、心理换位来感受特殊学生的处境,通过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来减轻自己对特

殊学生的担心与牵挂;奖赏型利他动机水平较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可以通过从事特殊教育工

作而体会到助人为乐的崇高感和成就感;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水平较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则
认为通过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也更愿意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三)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与专业认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表明,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的各个维度与专业认同的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也
就是说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越高,其专业认同感越高。同时,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

动机的奖赏型利他动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对认知性认同的显著预测作用为24.9%;其利他动机



的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奖赏型利他动机对情感性认同的显著预测作用为

40.2%,对适切性认同的显著预测作用为35.6%,对专业认同的总分的显著预测作用达到49.2%。
由此可见,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对其专业认同感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利他动机低的

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由于对专业缺乏高度认同,从而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而
利他动机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专业上由于有更高的认知性认同,因此更加热爱特殊教育专

业,有更多的情感认同,在专业上表现出更多的适切性行为,会主动学习更多的特殊教育知识与技

能,希望掌握这些知识与技能从而更好地帮助特殊学生。
研究还发现,利他动机的4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规范型利他动

机、自我牺牲型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自我牺牲型利他动

机、移情型利他动机与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显著预测作用为

11.5%;社会规范型利他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的显著预测作用为6.7%。说明特殊教育专

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其积极情感体验越多。利他动机

高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能更多感受到自己与特殊教育专业的适切程度,认同所学的特殊教育专

业,拥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更容易产生帮助特殊学生的利他行为,在心理上能获得成就感与满足

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
(四)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专业认同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专业认同在利他动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

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同时,也通过专业

认同作为中介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特殊教育工作的特殊性,要
求特殊教育教师必须具备对特殊学生更多的爱心、耐心与责任心,有甘于奉献的精神。特殊教育工

作符合具有利他动机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心理需求,满足了他们乐于助人、愿意帮助特殊学生

的心愿,帮助他们实现了对利他动机的追求,使他们的专业认同程度更高。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对所

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探索,表现为学习者结合自身兴趣、爱
好和特长,希望自己成为该专业的杰出者[17]。由此可见,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专业认同,能够促

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促使他们勤奋刻苦学习,掌握特殊教育的知识与技能,获
得学业成功,体会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愉悦感,从而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因此,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

的专业认同能够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五、教育对策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的特点及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着重采取下面的教育对策来提高对特殊教育

专业师范生的培养质量。
第一,加强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的培养,提高其移情能力。
特殊教育教师要加强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利他动机的培养,这就涉及提高特殊教育专业师

范生移情能力的问题。移情是个体由真实或想象中的他人的情绪、情感状态引起并与之一致性的

情绪、情感体验,是一种替代性情绪的反应能力[18]。移情是人们内心世界相互沟通的桥梁,是同

情、慈善、分担、抚慰、助人和救难等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18]。没有移情,特殊教

育专业师范生对特殊学生的不幸、痛苦则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相反,当他们有较高的

移情体验能力时,就会理解和分担特殊学生的需求、感受与痛苦,产生同情援助之心,用爱心和责任

心去减轻特殊学生的痛苦与不幸。因此,特殊教育教师要提高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的利他动机,就
必须提高他们的移情能力。特殊教育教师要经常带领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到特殊教育学校见习或

实践,增加他们与特殊学生互动交流的机会,通过和特殊学生的亲密接触,使他们了解特殊学生的

身心发展特点以及生活与学习中存在的困难,激发他们的利他动机,使其产生利他行为,通过帮助

特殊学生而体会到助人为乐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逐渐成为道德境界高尚的特殊教育事业的接班人。



第二,加强对特殊教育师范生的专业教育,提高其专业认同水平,促使其获得更多的主观幸

福感。
特殊教育教师要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价值观,向他们宣传特殊

教育优秀教师的先进感人事迹,通过榜样示范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讨论法、认知改变法等多种

教育方法,增强他们对特殊教育专业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要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进行职业生涯

规划引导,向他们介绍特殊教育专业发展前景及职业特点,帮助他们不断加深对特殊教育专业的认

识,强化他们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和荣耀感,促使他们更加热爱特殊教育专业,安心在特殊

教育专业领域勤奋刻苦学习,掌握更多的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使其能够甘愿为特殊教育服务,矢
志扎根于特殊教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出不平凡的事业,体验到更多从

事特殊教育职业的积极情感,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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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relationsbetweenthealtruisticmotives,professionalidentityandsub-
jectivewell-beingof326specialeducationmajorstudents.Theresearchhasthefollowing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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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uisticmotiveandtotalaltruismmotives,andthescoresvarysignificantlyaccordingtogrades.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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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motives,andscoresvarygreatlyaccordingtodifferentpotentialcareers.Third,thealtruisti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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