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6卷第10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4年10月

Vol.36 No.10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Oct. 2014

DOI:10.13718/j.cnki.xdzk.2014.10.027

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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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应对方式和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影响,随机选取川渝两地幼儿教师328名作

为被试,用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源问卷(KTOSQ)、幼儿教师职业认同问卷(KTOIQ)、教师心理资本问卷(TPCQ)和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SWC)进行调查,结果表明:① 幼儿教师的消极应对部分中介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负向影

响,但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仅有直接正向作用而无中介作用.② 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

影响.职业压力较小时,高心理资本幼儿教师的消极应对水平远远低于低心理资本者,但职业压力较大时,无论心

理资本如何,消极应对水平都较高.因此,心理资本是职业压力的易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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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是幼儿教师对其职业的认可和接纳,据此表现出相应的积极行为[1-2].纵观国内外

研究[1,3],大都认为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程度较低.众多研究认为,幼儿教师工作责任大、时间长、强度高、
要求多[4-7],但收入少、地位低[1,3]职业压力大可能是主要原因.但职业压力究竟“怎样”影响职业认同以及

“何时”影响更强,已有研究鲜有涉及.
一般说来,面对工作引起的诸多压力,个体通常会采取如解决问题、寻求支持、表达无助和怨恨等举

措,以缓解职业压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是应对方式[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职业压力可能通过

应对方式影响职业认同[9-13].
虽然职业压力与应对方式可能关系密切,但有些个体受职业压力的不利影响较大,有些则较小.根

据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8]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14],心理资本[15]等个体资源可能作为调节变量,调节

职业压力对应对方式的影响.具体说来,根据压力缓冲假说[16-19],高心理资本的幼儿教师,其职业压力

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更弱(以消极应对为例),且随着职业压力增长,应对方式缓慢增加.因此,心理资本

可能是职业压力的缓冲因子.但积极因素在高压环境下也容易失去缓冲作用[20].根据压力易损假说[21],
高心理资本的幼儿教师,其职业压力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可能更强(以消极应对为例),且随着职业压力增

长,应对方式快速增加.因此,心理资本也可能是职业压力的易损因子.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心

理资本在职业压力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检验,心理资本究竟表现为职业压力的

缓冲因子还是易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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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H1和H2,并整合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职业压力→应对方式→
职业认同”,且该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受心理资本调节.拟从理论上探索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

响机制,同时拓展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适用范围;从实践上指导幼儿教师职业

认同提升,促进其职业心理健康.

1 方 法

1.1 研究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川渝两地选取400名幼儿教师作为被试,私立幼儿园7所,私立幼儿园教

师155名;公立幼儿园6所,公立幼儿园教师173名.农村幼儿园6所,农村幼儿园教师163名;城市幼

儿园7所,城市幼儿园教师165名.日工作时间8小时及以下71名,8~10小时204名,10小时以上53
名.月薪1000元及以下12名,1001~2000元123名,2001~3000元156名,3001~4000元28名,

4000元以上9名.被试年龄18~25岁117名,26~35岁140名,36~45岁53名,45岁以上18名.剔
除有规律作答和超过5%题目没有作答,获得有效问卷328份,有效率为82%.
1.2 研究工具

1.2.1 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源问卷(KTOSQ)

采用刘力全[22]编制的《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源问卷》,该问卷包括工作负荷、地位发展、幼儿因素、人际

环境和职业期望5个分问卷,共38个题项.每个题项用Likert5点记分,计分范围从1分“没有压力”至5
分“压力很大”,工作负荷、地位发展、幼儿因素、人际环境和职业期望得分越高,说明该方面压力越大.研
究表明,总问卷和5个分问卷的α系数在0.71~0.95之间,分半信度在0.65~0.89之间;探索性和验证

性因素分析(χ2/df 为2.22,RMSEA等于0.07,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发现,整个问卷结

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91.
1.2.2 幼儿教师职业认同问卷(KTOIQ)

采用王彩凤[2]编制的《幼儿教师职业认同问卷》,该问卷包括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业情感和职业意

志4个分问卷,共14个题项.每个题项用Likert5点记分,计分范围从“非常不同意”1分至“非常同意”5
分,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得分越高,说明该方面认同越大.研究表明,总问卷和4个

分问卷的α系数在0.50~0.79之间;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χ2/df 为1.97,RMSEA等于0.07,GFI,

AGFI,IFI和CFI值大都大于0.90)发现,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78.
1.2.3 教师心理资本问卷(TPCQ)

采用张文[23]编制的《教师心理资本问卷》,该问卷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4个分问卷,共19个题

项.每个题项用Likert6点记分,计分范围从1分“非常不同意”至6分“非常同意”,自信、希望、乐观和韧

性得分越高,说明该方面资本越多.研究表明,总问卷和4个分问卷的α 系数在0.62~0.82之间;探索性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χ2/df 为3.31,RMSEA等于0.07,GFI,AGFI,IFI和CFI值大都大于0.80)以及相关

分析发现(各因素与总问卷的相关(0.58~0.82)高于因素之间的相关(0.15~0.52)),整个问卷结构效度良

好.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0.
1.2.4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SWC)

采用解亚宁[24]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分问卷,共20个题

项.每个题项用Likert4点记分,计分范围从“不采用”1分至“经常采用”4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越

高,说明该类应对方式越强.研究表明,总问卷和2个分问卷的α 系数在0.78~0.90之间,总问卷重测信

度(选取20名大学生间隔两周)为0.89;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所得2因素能够解释方差变异的48.50%,
且量表得分与心理健康量表得分存在显著相关.本研究中总问卷的α系数为0.87.
1.3 施测过程

在幼儿园园长协助下,由研究者本人和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幼儿教师以幼儿园为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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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团体测试.测试前先向被试说明测试内容将严格保密,其结果仅做研究之用以及注意事项、填写方法,在

确认被试理解后,单独作答.测试完成后,立即收回,并向被试致谢.整个测试过程大致需要20min.
1.4 数据的统计分析

采用SPSS12.0和AMOS6.0软件进行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2.1.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自评问卷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问卷项目选项、计分方式、
匿名性、保密性以及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的说明进行程序控制.数据分析时,根据建议[25]进行 Harman单

因子检验,也就是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如果得到了多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不超过40%,则表明共同方法变异不严重[26].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主成分分析共有17个因子

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18.13%,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2.1.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由表1可知,幼儿教师工作负荷、地位发展、幼儿因素、人际环

境、职业期望与他们的自信、希望、乐观、韧性、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呈显著负相关,
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积极应对相关不显著.自信、希望、乐观、韧性、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

业情感和职业意志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与他们的

职业认知、职业需要、职业情感和职业意志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工作负荷 3.06 0.86

2.地位发展 3.23 0.81 0.55**

3.幼儿因素 2.79 0.87 0.59** 0.53**

4.人际环境 2.61 0.90 0.53** 0.47** 0.47**

5.职业期望 2.59 0.90 0.62** 0.43** 0.58** 0.50**

6.积极应对 2.96 0.44 0.08 0.07 -0.03 -0.11 -0.08

7.消极应对 2.06 0.48 0.21** 0.10* 0.14** 0.09* 0.17**0.12*

8.自信 4.64 0.68-0.13* -0.03 -0.22** -0.16** -0.31**0.23** -0.15**

9.希望 4.58 0.71-0.30** -0.20** -0.31** -0.24** -0.35**0.31** -0.15** 0.60**

10.乐观 4.23 0.70-0.28** -0.17** -0.32** -0.23** -0.30**0.31** -0.17** 0.49** 0.61**

11.韧性 4.48 0.61-0.27** -0.15** -0.34** -0.23** -0.32**0.28** -0.15** 0.61** 0.68** 0.52**

12.职业认知 3.93 0.66-0.13* -0.10* -0.21** -0.20** -0.27**0.26** -0.19** 0.43** 0.32** 0.28** 0.32**

13.职业需要 3.05 0.89-0.25** -0.21** -0.20** -0.16** -0.21**0.22** -0.07 0.22** 0.40** 0.42** 0.31**0.19**

14.职业情感 3.54 0.72-0.37** -0.26** -0.39** -0.29** -0.39**0.21** -0.25** 0.27** 0.41** 0.46** 0.36**0.29**0.33**

15.职业意志 3.03 0.80-0.30** -0.27** -0.23** -0.29** -0.22**0.23** -0.10* 0.15** 0.48** 0.36** 0.35**0.13* 0.4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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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压力应对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增强模型收敛性,对主要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27],然后根据中介作用的检验模

式,采用结构方程技术,检验积极和消极应对中介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并考察整个模型拟合情况.
结果表明,整个模型拟合良好(χ2/df 为2.52,RMSEA等于0.07,GFI,AGFI,IFI和CFI值都大于0.90).
具体说来,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既有直接效应(β=-0.52,t=10.04,p<0.001),也通过消极应对(β=
0.24×-0.21=-0.05,t=2.35,p<0.05)有间接效应;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有直接效应(β=0.4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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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p<0.001),但职业压力对积极应对无直接效应.进一步Sobel检验发现,消极应对中介职业压力对

职业认同的影响(β=-0.07,Z=1.98,p<0.05),但积极应对不中介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β=
-0.006,Z=0.34,p>0.05).概而言之,消极应对部分中介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积极应对直接

作用职业认同.
2.3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检验

鉴于职业压力对积极应对并无直接作用,因此,仅考虑心理资本在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影响中起调节

作用,同时检验心理资本究竟表现为职业压力的缓冲因子还是易损因子.根据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检验方

法,采用结构方程技术进行检验.图1表明,整个模型拟合良好(χ2/df 为2.56,RMSEA等于0.07,GFI,

AGFI,IFI和CFI值大都大于0.90).具体说来,心理资本(β=-0.14,t=-1.99,p<0.05)、职业压力(β
=0.16,t=2.02,p<0.05)、心理资本×职业压力(β=0.11,t=2.00,p<0.05)对消极应对的路径系数

均显著.说明心理资本在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即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响会因心

理资本水平的不同而异.

注:为提高拟合效果,积极应对1和2、消极应对1和2均采用项目组合分组方式;资本压力1为(Z希望+Z韧性)/2×(Z工作负荷+Z职业期望

+Z幼儿因素)/3,资本压力2为(Z自信+Z乐观)/2×(Z地位发展+Z人际环境)/2.

图1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图2 心理资本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响

具体说来,以心理资本上下1个标准差为界

将被试分为高心理资本和低心理资本组,绘制交

互效应图2,并采用简单斜率检验分析心理资本的

调节作 用,结 果 发 现,当 心 理 资 本 丰 富 时(如

Z心理资本≥1),随着职业压力的增加,消极应对表

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β=0.26,t=2.11,p<
0.05);当心理资本匮乏时(如Z心理资本≤-1),消

极应对随职业压力的增加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不

显著(β=-0.07,t=-0.49,p>0.05).因此,心

理资本是职业压力的易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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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压力应对的中介作用

基于已有研究不足,本研究纳入压力应对以探讨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机制,结果显

示,消极应对部分中介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但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仅有直接作用而无中

介作用.该结果前部分既支持了假设H1,也同幼儿教师职业压力与合理化、幻想、退避和自责等消极应对

呈显著且较高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应对呈很低相关[13]基本一致,更与教师职业压力通过消极

应对对心理幸福感产生负向预测效应[11-12]颇为相似.鉴于此,幼儿教师职业压力一方面直接降低其职业认

同,另一方面的确通过消极应对间接降低其职业认同.
但该结果后部分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仅有直接作用而无中介作用,并不支持假设H1.为何幼儿教师职

业压力不通过积极应对影响职业认同,而积极应对职业认同起直接补偿作用呢? 鉴于已有研究所限,我们

尝试推测:其一,由于教师职业角色所定,无论是本研究还是已有研究[4]皆发现,积极应对是幼儿教师应

对方式的常态,表现出较高水平,因此,难以随职业压力变化而变化,因而职业压力对其无直接作用,不满

足成为中介变量的条件[28];其二,正是由于积极应对等保护性因素对职业认同起较大的直接补偿作用,有

助于缓解职业压力以及消极应对等风险性因素对职业认同的不利影响,进而将职业认同维持在一定水平,

避免造成恶性循环,体现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系统的自组织特征[29].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应消极应对部分

中介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积极应对直接作用职业认同有其合理性.

3.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虽然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有直接的正向效应,且通过消极应对降低职业认同,但有些个体受

职业压力的不利影响较大,有些则较小.为此,根据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型[8]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14],

结合压力缓冲和易损假说以及前文研究成果,我们进一步检验心理资本是否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

响.图1和2结果显示,心理资本的确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响,且心理资本是职业压力的易损因

子,该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H2.
具体说来(图2),一方面,职业压力较低时(如Z职业压力≤-1),高心理资本者的消极应对水平远远低于

低心理资本者,但随着职业压力的提高(如Z职业压力≥1),高心理资本者的消极应对水平快速提高甚至接近

低心理资本者;另一方面,无论职业压力高低,低心理资本者的消极应对基本保持在一个稳定且中等的水

平.换言之,从减少消极应对角度看,心理资本高的幼儿教师较心理资本低者,其优势表现在职业压力较低

的情况下,在高职业压力下,这种优势将不存在.已有对其他变量和人群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相似[20-21].
如一项研究发现[21],低压力生活事件下,高感恩青少年比低感恩者有更好的适应;但高压力生活事件下,

无论高感恩者还是低感恩者都适应不良.
需指出的是(图1),除调节职业压力对消极应对的影响外,心理资本不仅对积极应对和职业认同有直

接补偿作用,而且通过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有间接补偿作用,进而缓解甚至消除职业压力和消极应对对职

业认同的不利影响.可见心理资本既是职业压力的易损因子,也是幼儿职业认同的重要保护性因子.
3.3 研究价值及展望

本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首先,理论上,有助于理解幼儿教师职业压力“怎样”影响职业

认同,以及“何时”影响更强,进而丰富幼儿教师职业压力对职业认同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同时本研究提

供的实证依据也拓展了应对交互作用理论模型和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模型的使用范围.其次,实践上,

有助于区分幼儿教师教师职业认同的风险性和保护性因子,尤其是近端且可控的因子,进而通过增加积极

应对、尤其减少消极应对,增加心理资本、尤其减少职业压力等途径,提高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促进其职业

心理健康.
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尚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其一,本研究是横断设计,尚不能确定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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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结合实验研究和纵向设计来深化.其二,由于本研究尚具探索性质,因此,压力应对和

心理资本的作用,尤其积极应对对职业认同仅有直接作用而无中介作用,需要采用交叉检验方式做进一步

探讨.其三,取样局限于川渝地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抽样范围,增强模型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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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OccupationalStressonOccupationalIdentity
AmongKindergartenTeachers:EffectsofWays

ofCopingandPsychologicalCapital

WANG Gang1, ZHANGDa-jun2
1.CollegeofPreschoolEducation,ChengduUniversity,Chengdu610106,China;

2.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ordertotesttheeffectsofoccupationalstress,waysofcopingandpsychologicalcapitalonoc-
cupationalidentity,328kindergartenteachersinSichuanandChongqingwereinvestigatedrandomlywith
KTOSQ(kindergartenteachersoccupationalstressquestionnaire),KTOIQ(kindergartenteachersoccu-

pationalidentityquestionnaire),TPCQ(teacherspsychologicalcapitalquestionnaire)andSSWC(simple
scaleofwaysofcoping).Theresultsshowedthatkindergartenteachersnegativecopingstylepartiallyme-
diatedtheeffectofoccupationalstressonoccupationalidentity,andtheirpositivecopingstylemadeadi-
rectimpactonoccupationalidentity,withoutanymediatingeffect.Kindergartenteacherspsychological
capitalmoderatedtheeffectofoccupationalstressonnegativecopingstyle.Experiencinglowoccupational
stress,kindergartenteacherswithahighlevelofpsychologicalcapitalperformedlowerlevelofnegative
copingstylethanthosewithalowlevelofpsychologicalcapital;whereasexperiencinghighoccupational
stress,allkindergartenteachersperformedwithasimilarlevelofnegativecopingstyleirrespectiveoftheir

psychologicalcapital.Insum,psychologicalcapitalisastress-vulnerabilityfactortooccupationalstress.
Keywords:occupationalstress;occupationalidentity;wayofcoping;psychologicalcapital;kindergarten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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