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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
提升策略研究

罗 生 全,顾 艳 丽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学习效能受心理资本作用机制的影响和调节,心理资本不仅能为学习效能的提升提供内生力,

也是评价学生学习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在与心理资本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学习效能形成了预期性、能

动性和发展性三个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开发四种能力形态。基于心理

资本的学习效能提升,其内在驱动是丰厚学生的心理能力,核心要求是培育学生的学习能力,最佳选择是营造

出浓厚的学习文化氛围,在内外因素协同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以帮助学生建立恰当而积极的自我认

知系统,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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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习效能反映出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胜任力水平,决定着学生以积极的心理状态投入学

习[1],而学习效能直接受心理资本作用机制的影响和调节。已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是学生学习效

能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积极的心理状态会促进更高的学习效能的产生。鉴于此,深化对学习效能

与心理资本之间关系的认识,厘清心理资本视阈下学习效能的表征样态,为更好地提升学习效能寻

找切入点,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恰当而积极的自我认知系统,增强学习中的自我调节和管理能力,帮
助学生达到“乐学”状态。

一、学习效能提升的心理资本价值

在学习过程中,集体的学习氛围、个体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是心理资本发生作用的前因变

量,学习能力、学习策略是心理资本发生作用的中介变量,学习行为(过程)、学习效果是心理资本发

生作用的结果变量。学习效能本质上是对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判断和对学习效果的评估,这种评

判受心理资本作用机制的制约和影响。此外,学习效能与心理资本密切相关,心理资本是评价学生

学习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能为学习效能的提升提供内生力。
(一)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的历史共存

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具有显著正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心理资本是影响学习效能的主要内在因

素,心理资本丰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效能。有研究者通过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得出: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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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英语学习效能也越高,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2]。通过对高职高专护生

的追踪研究发现,护生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自信水平越高,学习能力效能和学习行为效能的水平也

越高,从而完成学习任务的自我效能感就越高[3]。还有研究表明,在基本能力相近的情况下,积极

心理资本对自我效能感具有决定作用,学习效能的提升也受到心理资本的制约[4]。同时,学习效能

的提升也离不开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和改善。丰厚的心理资本是促进学习活动朝着一定的学习目

标前进的心理动因和倾向,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自信和学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

能否发挥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运用学习策略进行自我调控。因此,学习效能与

心理资本密切相关。
(二)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的动力相关

心理资本和学习效能都是状态类的个体特征,都是个体内部动态的、发展性的指标,因此是可

以进行开发和培养的。学生间效能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不同类型的学生对相同反馈或事件结果的认

知加工不同造成的,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学生更倾向于乐观地解释学习结果,因为心理资本水平越

高的学生其整体效能感就会较强,这种整体效能感能为学习效能的提升提供内生力。具体表现为

积极的心理状态能激发象征化、预先思考、观察、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等认知加工过程,这些过程能

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期望和学习信念,维持个体的高学习效能状态。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

学生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拥有强烈的学习欲望,这种积极的学习心理可以帮助学生设定适合自己

能力水平而又有挑战性的学习目标,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积极归因,增加对学习的坚持性,认
同智力增长观,较好地运用学习策略,增强学习能力和学习行为效能感。因此,具备积极心理资本

的学生能产生更高的学习效能。
(三)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的效度关联

丰厚的心理资本能够促进学生客观效能指标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的不断提升,帮助个体在学

习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反思和自我开发。首先,心理资本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特质和心理

能力,可以引导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行为,进而对学业成就产生积极影响;其次,心理资本作为人在

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潜能,对个体心理成长和学业成就的获得具有促进作用,表
现为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在处理学习问题时,能够灵活地、适应性地运用不同的学习策略来完成

学习任务,懂得有效地反思过去的学习行为,从过去的学习经历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最大限度

地发掘和调动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充满自信、乐观、希望、韧性地开发学习潜能,从而促进学习效

能的提升。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学生学习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对记忆策略、认知策略

和元认知策略都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5]。简言之,学生的心理资本是评价或检验学生学习效能高

低的重要指标。

二、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表征

学习效能是心理资本在学习领域中的具体体现[6],丰厚的心理资本可使学生保持高学习效能

状态。通过对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韧性四个构成要素及其主效应模式、缓冲效应模

式、调节效应模式、动态效应模式四种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学习效能,
还可以在调节个体学习和一般学习的过程中提升学习效能。要探究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提升

策略,澄清心理资本视阈下学习效能的内涵、特征、表现形态是十分必要的,以便找到提升学生学习

效能的适切点。
(一)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内涵

心理资本以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为理论基础,其概念由Luthans等人提出并完善,它
是一个核心构念,是一种具有可开发性的状态类个体特征。心理资本能够进行有效开发和管理,从
而对个体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促进个体潜能的发展[7]。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以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韧性为核心维度,各组成成分间具有

相互协同的作用[8]。其中,“自我效能感表示个体有完成任务的自信,能直面挑战并力争成功;乐观

表示个体具有积极的归因方式,并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持积极态度;韧性表示个体能从逆境、挫折

或失败中快速恢复过来,甚至积极转变和成长;希望表示个体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预定目标的积

极动机状态”[9]。由此,基于学习目标,心理资本表现为一种希望的动机状态,即对目标锲而不舍,
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基于学习过程,心理资本表现为较高的自我效能感

和较强的心理弹性能力,即当遇到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时,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完成,
当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仍能坚持学习,迅速克服困难并超越自我;基于学习结果,心理资本表现为乐

观的归因模式,即对现在或未来的学业成就有积极的解释风格。个体心理资本各要素间、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作为个体的一种特质,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属于状态类特征,
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分析、重塑和开发。心理资本可通过主效应模式、调节效应模式、缓冲效应模式

和动态效应模式四种机制发挥作用[10]。其表现形式为:心理资本对学习结果有直接的改善和调节

作用;通过学习策略等中介变量对学习结果起作用;心理资本与学习结果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关

系。鉴于此,心理资本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学习效能,还能在调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策略、自
我效能感的过程中间接地提升学习效能。

学习效能是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在学习领域的具化和拓展。从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来看,关
于学习效能,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界定,对于学习效能与学习效能感也没有做出明确的区

分,基本是通用的。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主观(自我认知)、客观(客观存在)两个方面阐述学习效能,
其中多数研究者更偏向于“学习效能是个体对完成学习任务所具有的学习能力的主观评估和自信”
这一界定。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对学习效能的不同界定,关于学习效能的表征呈现出三种观点:
学习效能分为一般学习效能和特殊学习效能[11];学习效能感分为学习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能

力的自我效能感[12];学习效能分为学生个体学习效能和学生一般学习效能[13]。综合研究者们在界

定学习效能时共同提到的客观范畴的学习能力、学习任务、学业成就和主观范畴的学习能力信念、
学习价值信念,笔者更认同从主客统一的角度对学习效能进行界定的观点,即学习效能是学生个体

对自己能否胜任学习任务的主观判断及自身学习效果的客观表征[13]。换言之,学习效能不仅涵盖

了心理资本的核心要素———自我效能的精髓,同时又是对自我效能的超越。由此,学习效能不仅是

学习者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的胜任力的判断,还是对完成具体学习活动的效果评估,这种评判是以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坚持性、学习策略、学习能力及学习环境等要素为基础的。
综上所述,学习效能不仅是个体对自己能否自主学习和学会学习的能力自信与判断,也是心理

资本维度中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拥有知识和技能并不意味着在不同情境中都能

很好地知觉和使用,学习效能会受到心理资本四要素的制约。心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影响学

习效能的发挥和表现从而影响学习活动的结果,因此笔者把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界定为:个体

在学习情境中激发学习动机、调整学习策略、保持学习弹性心理,对自身完成学习任务的胜任力判

断及对学习效果的自信评估。这种基于心理资本对学习效能的积极干预将促进学生主动地、有兴

趣地、自信地学习,引导学生不能仅满足于“学会”,还要向“会学”和“乐学”转变。
(二)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特征

学习效能是学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主观判断,可能与学生的实际能力一致,也可能不完全一

致。心理资本能有效预测学业倦怠等负面态度,培养学生恰当的自我知觉能力,有效缓解学习压

力。因此,基于心理资本理论探讨学习效能,落脚点是使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使学生充分认

识自我优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优势。在心理资本的影响和调节下,学习效能表现出预期性、
能动性和发展性三个典型性特征。

第一,从本质上分析,学习效能具有预期性。学习效能不仅是学业成就的良好“预测器”,效能



感水平还能够很好地预测学生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14]。受心理资本作用机制的影响,学习效能作

为一种积极的能力预期,是在充分把握学习起点的基础上,对自己能否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判断和

能否自主学习和学会学习的一种预期。第二,从内涵上分析,学习效能具有能动性。学习效能是在

能力知觉的基础上,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主动地为自己设置特定的、具体的、难度适当的学习

目标,调动认知资源,对学习过程进行自主管理和调节,积极努力地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
相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已有研究表明,学习效能感高的学生,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对自己的学习

能力充满信心,会不断总结学习经验,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5]。第三,从现实形态上分

析,学习效能具有发展性。自我效能感是个体人格的一个发展指标,并非静态的。学习效能作为自

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中的映射,其与状态类的心理资本同理,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是动态的。
学习效能中的学习能力是一种生成性能力,因此是需要进行开发和培养的。

(三)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形态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把学习效能分为一般学习效能和特殊学习效能、学
习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能力的自我效能感、学生个体学习效能和学生一般学习效能。但在心

理资本视野下,由于心理资本对学生学习行为及学习结果的直接或间接的调节和影响,学习效能主

要表现为自我判断、自我反思、自我调节、自我开发四种能力。
一是自我判断能力。学习效能从感知对象上来说,是对学习能力及效果的自我判断,其本质是

对学习能力的感知、预期和信心,是对学习行为能力和学习效果的评估,是基于以往学习经验恰当

地评价自身的学习效果。二是自我反思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动机、学习目标、
思维方式、学习成败经验进行反思,从过去的学习经历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积累一般的学

习效能;同时获得关于学习能力的自信,完善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培养个体独有的学习效能。三

是自我调节能力。学习效能通过四种心理机制(选择过程、动机过程、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发挥对

学习活动的调节作用[16]。学习者可根据个体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对学习活动、学习行为进行控制,
对学习时间进行合理安排,设定合适的学习目标,激发学习动机,积极克服学习困难,灵活地运用学

习策略,坚持完成学习任务。四是自我开发能力。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本质上是一种生成性能

力,基于丰厚的心理资本和一定的学习情境,学生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挖掘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
以积极的学习心理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充满自信、乐观、希望、韧性地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能力。

三、基于心理资本的学习效能提升策略

良好的学习效能和积极的心理资本是学习的重要动因,是学生进行持久学习的重要保证,是提

高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处于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一方面心

理资本对个体的学习效能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习效能的提升也对心理资本发挥促进作用。
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有机协调心理资本与学习效能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其

中,丰厚学生的心理资本是提升学习效能的内在因素,培育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提升学习效能的核心

要求,营造浓厚的学习文化氛围是维持高学习效能的最佳选择。在内外因素协同作用下,引导学生

在恰当而积极的自我认知中学会学习。
(一)以成功体验和正确归因为指导的心理能力培养

高学习效能只有在内在积极心理的驱动下才能持久维持并发挥作用,换言之,只有当学生具有

积极的心理状态时,才会产生持续的高学习效能。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能力培养需要以成功体验

和正确归因为指导。成功的体验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帮助学生从心理上悦纳自

我;正确归因能培养学生乐观的解释风格,有利于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形成积极的学习信念。
据此,以成功体验和正确归因为指导的心理能力培养是学习效能提升的关键。

心理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学习效能的提升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和驱动性。首先,应创造机会,帮助



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对于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应降低成功的评价标准,对其进步给予建设性的、
真诚的认同和表扬,挖掘学生的优点,给予学生展示自己特长的机会,通过“小步子教学”体验小的

成功,避免习得性无助,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乐趣,提高学习兴趣。其次,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归因。
教师应引导学生客观分析学习情况,兼顾学习情境和努力程度重新评估学习结果,把失败归于可控

的、外部的、暂时的、与情境相关的因素,把成功归于内部的、持久的、普遍的因素,在接纳现实的基

础上,在自我剖析过程中习得乐观的归因方式。因此,通过心理能力的培养促进学习者知识、技能

的丰富,面对学习任务时有更多的动机卷入,为自己设置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在学业情境中保持积

极的态度和情感,放弃无效的学习策略,投入更多的努力和坚持,做乐观的自我效能者,努力实现以

积极的心理资本提升学习效能的良性循环。
(二)以学习策略的运用和知识建构为依托的学习能力培养

学习效能本质上是个体对学习能力的感知,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进行开发和培养。学

习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习策略的掌握和知识的建构,即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学习策

略的运用和知识建构为依托。因为学习策略的运用是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的基础,而
知识的建构是学习迁移、知识获得的前提。据此,以学习策略的运用和知识建构为依托的学习能力

的培养是提升学习效能的核心。
学习能力的培养旨在引导学生学会学习。首先,根据不同学习阶段的任务、内容,运用合适的

学习策略。如在学习之前运用好计划策略,基于对自身学习起点、学习任务、“最近发展区”的把握,
制订适宜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运用好监督策略,基于对学习资源的管理、学习过程的

调控,调整学习策略;在学习完成后运用好调节策略,在评价或反馈中获取有益于自身学业改进的

建设性意见。学习者通过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
高完成不同学习任务所需的能力。其次,培养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能力,提升学习迁移能力。知识建

构能力主要包括知识的获取、加工和应用能力。在知识的获取阶段,学习者应正确注意、感知、诊断

知识信息,获得基础知识;在知识的加工阶段,学习者在对已有知识进行同化、顺应的基础上,形成

新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知识的应用阶段,学习者把所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运用到新的环境中,提高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从而提升学习效能。
(三)以和谐校园营造和民主课堂构建为主导的文化滋养

积极的文化氛围传递的是崇高的信念和精神价值,和谐的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规范、调节着个

体的行为习惯、思维特征、价值观念,对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形成和高学习效能的维持具有渗透作

用。据此,亟须构建以和谐校园和民主课堂为主导的多维文化滋养空间,使师生之间可以在学习态

度上相互感染、学习动机上相互激发、学习期望上彼此赋予,增强师生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提

高学习效果和学习效能。
学习效能的提升首先需要创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首先,在安全、友善、舒

适的人际环境中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真正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树立良好

的学风、校风,使学生的生理、心理得到健康发展;在和谐的空间环境中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师生

间有机会进行学习资源的共享与交流,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习效能。其次,开展丰富的课

外活动,使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中提升学习素养。学生通过全身心投入到任务难度与自身能力相符

的课外活动中,获得积极的心理体验,提升个体的自我认知满意度,缓解学习压力,同时把在活动中

积累的知识迁移到学习问题的解决中,提高学习效率。最后,构建愉快、和谐、民主的课堂文化。提

倡对话文化、质疑文化,使学生在和谐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自觉思考,主动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进行自主学习、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变得乐学、善学,不断积累知识和技能。由此,
通过真诚的、可理解的、可接受的课堂内外文化的熏陶维持高学习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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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ofLearningEfficacyBasedonPsychologicalCapital

LUOShengquan,GUYanli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Learningefficacyisinfluencedandregulatedbypsychologicalcapitalmechanism.Greatpsy-
chologicalcapitalnotonlyprovidesendogenousforcefortheimprovementoflearningefficiency,but
alsoremainsanimportantindicatortoassesstheleveloflearningefficiencyofstudents.Psychological
capitalandlearningefficiencyarealwaysinthedynamicprocessofinteraction,sothatthelearningef-
ficiencyhavethreetypicalcharacteristicsofpredictability,activityanddevelopment.Thisismainly
manifestedinfourtypesofability,includingself-judgment,self-reflection,self-regulation,andself-
development.Toenhancelearningefficiencybasedonthepsychologicalcapital,weneedtostrengthen
studentspsychologicalabilityastheinternaldrivingforce,tocultivatestudentslearningabilityas
thecorerequirement,andtocreateagoodlearningcultureandclimatetomaintaintheirhighlearning
efficiency.Throughthepositiveinteractionofbothinternalandexternalfactors,studentscanestab-
lishanappropriateandpositiveselfcognitivesystem,toachievetheirlearningpeak.
Keywords:psychologicalcapital;learningefficiency;individuallearningefficiency;mentalability;
learning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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