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
第36卷 第3期

March 2020
Vol.36 No.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福建省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孙绪光，黄爱玲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收稿日期：2019-11-15；修回日期：2019-12-12

基金项目：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Z160098）；福建师范大学重点课题（I201601001）

作者简介：孙绪光，男，山东泰安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黄爱玲，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组织行为学，教育

管理，心理学。

The Influence of Competency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Fujian Provi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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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elf-rating
competence scale for preschool teacher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a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302 preschool teacher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teachers are generally at a moderately high level;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teachers of different teaching ages; 3) the compet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preschool teacher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4) preschool teacher competency directly affects teach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 compet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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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为研究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自评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和主观幸福

感量表对福建省302位幼儿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总体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2）不同教龄

的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上存在差异；3）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4）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

直接作用于教师主观幸福感，同时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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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这使

学前教育事业获得蓬勃发展，也使幼儿园教师成为热

门职业。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开始考取幼儿园教师资

格证书，并开始担任幼儿园教师。作为一项高情感投

入的工作，幼儿园教师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胜任特

征。教师胜任特征是指教师所具有的技能、知识和价

值观，且能够帮助教师成功实施教学的特质［1］。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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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将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

定义为幼儿园教师所具备的知识、教学技能和共情等

能力，能够帮助幼儿园教师顺利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潜在特质。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相较于中小学教

师的胜任特征具有其特殊性。学前教育是幼儿离开

抚养者、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开端。此时，教育的任

务在于积极引导幼儿认知从具体形象性向抽象逻辑

性过渡，从不随意性向随意性过渡，从而为幼儿进入

学校从事正规学习做好准备［2］199 。这需要幼儿园教

师花费更多精力去呵护和教导。

近年来数次发生幼儿园教师虐待儿童的事件，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监管薄弱；另一方面是随着工

作年限的增加，幼儿园教师逐渐表现出情感耗竭和主

观幸福感降低。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身心的愉悦，是

评价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对个人生活满意度

的主观评价和情绪体验［3］。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生活事

件、胜任特征、职业压力、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水

平等［4］。有研究显示，教师的总体幸福感指数并不

高［5］。长此以往,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会变差［6］。还有

研究者对幼儿园教师胜任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幼儿园教师职业认同在胜任力

与幸福感中间具有中介效应［7］。

心理资本的定义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括四个核心成分：自

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幼儿园教师的积极心理

资本是指幼儿园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积

极心理状态。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教师的主观幸福

感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8］。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

发现，在已有研究中，从积极心理资本角度出发探讨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内在机制的

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其中，占比较大的是从某一单

一变量出发，研究其对幼儿园教师的影响。为弥补已

有研究数量的不足，丰富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以幼儿

园教师为研究对象，考查其胜任特征、主观幸福感及

积极心理资本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试图从积极心

理资本的角度出发为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干预

打开新的视角，以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福建省各市、区（县）选

取幼儿园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303份，回收

问卷303份，回收率为100%。有效问卷302份，有效

率为99.67%。其中，男性教师8名，女性教师294名。

教龄为1-2年的新手型幼儿园教师187人，教龄为3-5

年的熟手型幼儿园教师49人，教龄为10年以上的专

家型幼儿园教师66人。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幼儿园教

师7人，本科学历的幼儿园教师205人，专科及以下的

幼儿园教师90人。

（二）研究工具

1.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自评问卷

采用栗庆阳［9］1-74 编制的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自

评问卷进行测量，该问卷共32个题项，包括组织管理、

人际交流、责任心、成就感和专业知识五个维度；采用

李克特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值

越高代表胜任特征越好。研究表明，该问卷及各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9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

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1.72,RMSEA=

0.04,CFI=0.84,NNFI=0.85）,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学标

准。因此，笔者选择使用该问卷。在本研究中，问卷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其中，组织管理、人际

交流、责任心、成就感和专业知识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7, 0.74, 0.87, 0.78和0.70。

2.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Q）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

本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26个题目，包含自我效

能、韧性、希望、乐观四个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

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

示个体心理资本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及各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0.90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1.50,RMSEA=

0.05,CFI=0.94,NNFI=0.93）,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学标

准。因此，笔者选择使用该量表。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其中，自我效能、韧性、

希望、乐观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 0.73, 0.71和

0.88。

3.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汪向东［11］82-83 编写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

册》中的幸福感指数量表进行测量，用于测查幼儿园

教师体验到的幸福程度，包括整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

意度两部分。整体情感指数由8个题项组成，生活满

意度仅有1个题项。计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均分与生

活满意度得分(权重1.1)相加，得分范围为2.1-14.7之

间；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指数越高。有研究表

明，该量表的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

0.55。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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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M±SD

胜任特征总体

4.57±0.37

组织管理

4.48±0.47

人际交流

4.70±0.33

责任心

4.49±0.46

成就感

4.59±0.39

专业知识

4.59±0.47

表1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的总体水平（N=302）

表2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男（n=8）

女（n=294）

t

胜任特征总体

4.66±0.23

4.56±0.38

1.13

组织管理

4.72±0.20

4.47±0.48

3.27*

人际交流

4.57±0.46

4.71±0.33

-0.82

责任心

4.54±0.33

4.49±0.46

0.35

成就感

4.79±0.19

4.58±0.40

2.93*

专业知识

4.69±0.44

4.59±0.47

0.61

注：* P<0.05

表3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在教龄上的差异分析

1-2年新手型教师（n=187）

3-9年熟手型教师（n=49）

10年以上专家型教师（n=66）

F

事后检验

胜任特征总体

4.53±0.40

4.56±0.34

4.66±0.30

2.83*

3>1

组织管理

4.44±0.51

4.47±0.42

4.60±0.38

2.97*

3>1

人际交流

4.70±0.32

4.61±0.35

4.77±0.31

3.28*

3>2

责任心

4.47±0.49

4.52±0.42

4.56±0.39

1.06

成就感

4.54±0.41

4.59±0.35

4.71±0.34

4.61*

3>1

专业知识

4.54±0.51

4.65±0.35

4.68±0.41

2.90*

3>1

注：* P<0.05

分半信度为0.83。

（三）研究过程

在进行正式测量之前，首先，向幼儿园园方解释

了研究目的并取得园长的同意后，把幼儿园教师召集

起来，现场施测，集中填答。为确保教师认真填写问

卷，测量前强调了数据的重要性和保密性。然后，由

研究者当场发放问卷和小礼品，以提高教师答题的

配合度；同时，确保幼儿园园长等领导不在场，以减

轻教师的心理压力。最后，幼儿园教师填答完毕，收

回问卷。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差异

分析，采用AMOS22.0软件对数据建构中介模型。

二、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人为的共变对研究结果造成的误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12］。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4个。其

中，最大因子解释率30.92%，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的总体水平

由表1可知，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属于中等偏上

水平,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在5个维度中，人际

交流得分最高，组织管理得分最低。

（三）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的差异分析

由表2可知，男性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的组织

管理维度和成就感维度显著高于女性幼儿园教师。

由于在中国男性幼儿园教师少之又少是一个普遍现

象，福建省也不例外。本研究中的男性幼儿园教师仅

有8人，而女性幼儿园教师有294人，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

Sternberg提出新手型教师是指具有1-2年教学

经历的教师或师范大学毕业生［13］。从表3可知，不同

教龄的幼儿园教师在组织管理、人际交流、成就感、专

业知识和胜任特征总体上差异显著，而在责任心维度

上差异不显著。经事后检验发现，在组织管理、成就

感、专业知识和胜任特征总体上，熟手型幼儿园教师

高于新手型幼儿园教师。在人际交流维度，专家型幼

儿园教师显著高于熟手型幼儿园教师。从教师在不

同发展阶段关注的重点出发，新手型教师会经历几个

发展阶段以及教师在相应阶段会表现出关键特征。

教师的职业发展成长过程可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关注

生存，关注情境，关注学生。新手型教师一般处于关

注生存阶段，满足个人的需要；专家型教师更关注如

何将热情投入到教育中［14］1-27 。因而专家型幼儿园教

师相较于新手型和熟手型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上

表现得更出色。

从表4可知，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在组织管理、

人际交流、责任心、成就感、专业知识和总体上没有显

著差异。有研究者对《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进行了解读，认为《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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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在学历上的差异分析

硕士及以上学历（n=7）

本科学历（n=205）

专科学历（n=90）

F

胜任特征总体

4.52±0.60

4.57±0.36

4.56±0.39

0.06

组织管理

4.39±0.76

4.49±0.46

4.47±0.48

0.15

人际交流

4.63±0.48

4.69±0.34

4.74±0.29

0.86

责任心

4.55±0.56

4.51±0.43

4.46±0.51

0.32

成就感

4.60±0.51

4.59±0.38

4.57±0.42

0.14

专业知识

4.43±0.72

4.59±0.47

4.59±0.46

0.41

台适应了当前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和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的诉求。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幼

儿园教师的准入资格更加详细、严格,使幼儿园按照标

准建设教师队伍，促进幼儿园教学质量的提升。作为

幼儿园教师，虽然学历有差别，但是幼儿园教师在职

前都接受了一定的学历教育和实践，加之《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对幼儿园教师准入资格的严格

规定使得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差异不显著。也有

研究显示，教育背景对幼儿园教师的影响不是决定

性的［9］。

（四）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主观幸福感和积极

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由表5可以看出，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总体及

各维度、主观幸福感总体及各维度和积极心理资本总

体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五）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的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

征、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资本三者呈显著相关。首

先，以积极心理资本、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分别以幼

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为自变量，采用逐

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幼儿园

教师胜任特征对积极心理资本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0.51，t=10.31，P<0.01）；积极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

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47，t=9.22，P<0.01）；当幼儿

园教师胜任特征和积极心理资本同时预测主观幸福

感时，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显著（β=0.18，t=3.06，P<0.01），积极心理资本对主观

幸福感的预测仍然显著（β=0.38，t=6.47，P<0.01）。具

体结果见表6。

表5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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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0.936**

0.850**

0.901**

0.927**

0.719**

0.511**

0.468**

0.353**

0.442**

0.370**

0.373**

-0.074
0.402**

2

—
0.721**

0.802**

0.831**

0.627**

0.459**

0.454**

0.292**

0.369**

0.353**

0.352**

-0.060
0.376**

3

—
0.701**

0.746**

0.582**

0.454**

0.368**

0.325**

0.427**

0.329**

0.312**

-0.010
0.317**

4

—
0.838**

0.482**

0.473**

0.418**

0.328**

0.416**

0.348**

0.322**

-0.095
0.359**

5

—
0.609**

0.471**

0.425**

0.328**

0.422**

0.326**

0.368**

-0.076
0.398**

6

—
0.367**

0.355**

0.284**

0.298**

0.228**

0.262**

-0.081
0.294**

7

—
0.733**

0.754**

0.881**

0.826**

0.470**

-0.189**

0.544**

8

—
0.304**

0.564**

0.492**

0.355**

0.025
0.346**

9

—
0.555**

0.477**

0.351**

-0.247**

0.445**

10

—
0.719**

0.430**

-0.189**

0.503**

11

—
0.366**

-0.185**

0.438**

12

—
0.200**

0.929**

13

—
-0.178**

14

—
注：* P<0.01。1,2,3,4,5,6,7,8,9,10,11,12,13,14分别代表胜任特征总体、组织管理、人际交流、责任心、成就感、专业知识、积极心

理资本、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希望、主观幸福感、总体情感指数、生活满意度

表6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积极心理资本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预测变量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

积极心理资本

积极心理资本

显著性检验

β

0.51

0.18

0.38

0.47

t

10.31

3.06

6.47

9.22

Sig

P<0.01

P<0.01

P<0.01

P<0.01

R

0.51

0.37

0.50

0.47

R2

0.26

0.14

0.25

0.22

F

106.29*

48.38*

48.39*

85.04*

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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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表8 Bootstrap法的中介检验

路径效应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

效应量

0.55

0.35

0.20

标准误

0.10

0.08

0.08

P

0.00

0.00

0.01

95%置信区间
（1000次）

0.399-0.747

0.231-0.554

0.047-0.362

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AMOS22.0

软件进行建模，验证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

特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上的中介作用。其中，幼儿

园教师的胜任特征为预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效标

变量，积极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用极大似然法进行

模型的拟合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良好，具体结果见

表7。

此外，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依据温忠麟等人中

介效应检验的相关理论［15］，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

检验，并绘制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从图1可以看出，幼儿园

教师胜任特征的5个维度、主观幸福感的2个维度和

心理资本的4个维度纳入模型进行中介作用。基于模

型的拟合结果，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

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研

究共重复抽样1000次，计算出总效应量、间接效应和

95%的置信区间［16］。总效应量、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

具体结果见表8。

由表8可知，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

本→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区间是

（0.231-0.554），不包含0，效应量为0.354。幼儿园教

师胜任特征→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区

间是（0.047-0.362），不包含0，效应量为0.199。说明

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对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

与幼儿园教师主观幸福感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值是64.01%。

三、讨论

（一）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总体水平

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总体上属于中等偏上的

水平。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中人际交流水平最高，这

是由幼儿园教师的角色所决定的。首先，幼儿园教师

是教育者的角色决定了幼儿园教师的人际交流能力，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和引导者，是幼儿学

习环境的创设者，是幼儿活动的参与者和伙伴，是幼

儿的榜样和示范者；其次，幼儿园教师作为人际关系

处理者的角色决定了幼儿园教师既是幼儿父母的“代

理人”，幼儿的朋友和知己，而且是其他教师的同伴和

合作者、家园合作的沟通者［17］163-169 。在幼儿园多重公

表7 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指标

拟合指数 3.08

GFI

0.93

NFI

0.94

IFI

0.96

CFI

0.96

RMSEA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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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关系中的角色，锻炼了幼儿园教师的人际交流能

力。幼儿园教师的组织管理水平最低，一方面，幼儿

园教师工作繁多，在日常教学管理中需要扮演多重角

色，可能在组织管理上时间和精力有所减少；另一方

面，在家园互动上，幼儿园教师与家长沟通之间通常

存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己积累了大

量关于家长参与与孩子学术成就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研究表明，家长参与对学前儿童社会适应和学习习

惯养成会产生积极影响［18］。虽然重要性已十分明

确，但有研究者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幼儿园在家园合

作中存在以下问题：幼儿园教师与家长地位不平等，

缺乏配合，责任不明确；家园合作缺乏深层次的交流

与沟通，互动渠道较狭窄［19］。可以说幼儿园对专业

指导和家长的参与度还没有有效对策，致使幼儿园教

师的组织管理水平较低。

（二）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在教龄和学历上的差

异分析

不同教龄的幼儿园教师在组织管理、人际交流、

成就感、专业知识和总体上对胜任特征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来说，专家型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总体、

组织管理、成就感和专业知识上显著高于新手型幼儿

园教师。这是因为专家型幼儿园教师由于工作年限

的增加，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经验，

使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总体、组织管理、成就感和

专业知识高于新手型幼儿园教师。专家型幼儿园教

师在人际交流维度显著高于熟手型幼儿园教师。一

方面，研究认为，不同阶段的幼儿园教师在情绪控制

上有所不同［20］。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工作任务单

一，也会出现职业倦怠。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需要付

出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好动、顽皮、自制能力低、自我保

护能力弱的幼儿，容易导致幼儿园教师身心疲劳［21］。

熟手型幼儿园教师在情绪问题上更为复杂，主要表现

在烦躁、厌倦等，控制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也不强，这样

的情绪问题会导致成长期的幼儿园教师难以很好地

处理人际交流。左志宏、席居哲等研究表明，熟手型

幼儿园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情绪耗竭［22］。在责任心

维度上，新手型、熟手型和专家型幼儿园教师无显著

差异，这是因为我国各地制定了的关于幼儿园教师的

法律法规，对幼儿园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规定，

使幼儿园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不同学历的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上无显著差

异。一方面，虽然幼儿园教师的学历存在差异，但是

通过学历教育，都习得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能，以及在职培训使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不断提

升。幼儿园教师在职培训对教育效益具有积极作用，

提升了幼儿园教师的能力［23］1-79 。另一方面，《幼儿园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为我国各级、各类幼儿园教师

胜任特征提出严格要求。有研究表明，参加在职培

训，能够引起幼儿园教师思想上对在职培训、自身专

业发展的重视，更新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扩充幼

儿园教师的专业知识体系，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能

力，激发幼儿园教师主动学习的欲望，增强幼儿园教

师的信心，能够促进幼儿园教师“多元成长”［24］。

（三）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主

观幸福感和积极心理资本三者之间显著相关，幼儿园

教师胜任特征通过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来影响教师

主观幸福感。其一，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直接作用于

教师的主观幸福感。Waterman认为，幸福发生在人们

从事与深层价值最匹配的活动中，是一种全身心的投

入［25］。其后的“心流理论”也认为，能力的提升可以使

个体感觉到自我实现的幸福，同时幸福感可以增加个

人的能力，提升个人的自尊和内涵。其二，主观幸福

感是个体按照自己定义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

性评估，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综合性质的心理指标可以

权衡个人的生活质量，能反映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能力

与适应情况［26］。Waterman和Diener的观点及理论为

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提供了

理论依据。其三，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通过积极心理

资本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幼儿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01%。有研究表明，积极心理

资本对积极情绪等结果变量具有积极作用［27］。作为

教师积极心理资本重要内容的自我效能是胜任特征

影响幸福感的中介［28］1-67 。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幼

儿园教师胜任特征通过组织管理、人际交流等内在资

源的提升正向调节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四、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结论包括：1）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整体处

于中上水平，但组织管理方面能力较低；2）不同教龄

的幼儿园教师在胜任特征上存在差异；3）幼儿园教师

胜任特征、积极心理资本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4）

积极心理资本在幼儿园教师胜任特征与主观幸福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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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起中介作用。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提升幼儿园教师组织管理能力，稳定幼儿

教师胜任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幼儿园教师整体胜任特征处

于中高水平，但是幼儿园教师的组织管理能力水平较

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幼儿园教师自身能力问题，

另一方面是幼儿园的管理问题。因此，应提升幼儿园

教师的组织管理能力。第一，幼儿园教师自身要深入

理解《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导自身的专业

发展。针对自身缺乏组织管理能力的问题，主动邀请

教研组对自身问题进行探讨交流以获得相关经验。

另外，主动观摩优秀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过程，汲取新

的理念和方法，提高相应的业务能力。第二，幼儿园

要采取人本管理的手段，通过分担幼儿园教师的多重

角色，减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量，缓解幼儿园教师的

工作压力，使其有时间、有精力去补足组织管理能力

的短板。

（二）提升新手型和熟手型教师的胜任特征，保

障幼儿园教师职业心理健康

要不断提高新手型和熟手型幼儿园教师的各方

面胜任特征。对于新手型教师来说，教学实践经验缺

乏，可以采取师徒制培训的方式，让专家型幼儿园教

师传授教学经验。师徒制是一个以资深教师的有效

性与可接近性以及新教师的可接受性为特征的启发

潜能的过程［29］。在此过程中，资深教师充当新手教

师的榜样、教育者和顾问，通过言传身教，使新手型教

师在知识经验、专业技能、教学实践等方面得到普遍

提升，进而促进其胜任特征的发展。除此之外，新教

师自身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幼

儿园也要给予新教师培训和实践操作的机会［30］，从

多方面保证新手型教师胜任特征得到提升。对于熟

手型幼儿园教师来说，职业倦怠感以及情感耗竭等因

素导致熟手型教师出现人际交流的障碍，如不想交流

或者不能平和地交流。首先，教育教学管理部门一方

面要对教师进行情绪管理培训，通过提供社会支持，

帮助教师宣泄不良情绪；通过人际沟通技巧培训，提

高教师的人际交流能力。另一方面要营造和谐的人

际氛围，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活动中相互交流，增

进感情，提高人际交流能力。其次，教师自身可以采

用合理认知疗法，找出不合理的信念，即人际交流问

题的原因所在，并自觉纠正，以实现人际交流能力的

提升。因此，管理者不仅要注重提高新手型教师的知

识、技能和能力，更要重视对熟手型教师形成正确稳

定的职业心理进行有效的教育引导［31］。

（三）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积极心理资本，增强幼

儿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要积极关注这几个要素方面的状态，提高幼儿园

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第一，要建立完善的职前职后一

体化培养培训体系，从学历教育阶段及在职培训过程

发展和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胜任特征；第二，心理资本

作为一种积极的个性特征,会提供给个体更多的情感

支持和心理正能量［32］。研究表明，当个体面对工作

压力时，心理资本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从而产

生更低的压力反应，提高个体幸福感［33］。幼儿园及

教师个人要建设有利于教师未来发展的资源，包括健

康等身体资源，友谊和社会支持等人际资源，心理理

论、知识和执行控制等智力资源以及心理恢复力、乐

观、创造性等心理资源［34］1-49 。胜任特征作为内在心

理资源，对心理资本有一定影响。较高的胜任特征，

在困境中表现出更高的韧性，较容易恢复自我。而内

在心理资源的提高会促进教师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教

育活动中的各项任务。以往研究已证实了干预对提

升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具有积极效果［35］。从本研究

结果看，加强对幼儿园教师心理资本的干预是提升其

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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