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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滁州市276名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研究，探究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处于中等水平，且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得分在园所性质、学历层次以及婚姻状况上存在显著差

异；相关性分析中，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且领悟

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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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us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survey 276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Chuzhou cit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preschool teach⁃
ers’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at the middle level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the kindergarten，educa⁃
tional background，and marital statu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well as positive coping style，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and the per⁃
ceived social support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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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办好学前教育、实现

幼有所教”。这不仅关系到国民教育体系的完整

性，更是对国民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随

着国家生育政策的实施，幼儿教育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要健全学

前教育发展机制，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相较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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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体系构建，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更加

重要。在实施学前教育活动中，幼儿园教师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她们的专业素养和保教能力

将直接影响幼儿今后的发展。提升学前教师的

综合素质，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是实现新时代学前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主要体

现。新时期的幼儿教育工作不仅考验教师的身

体素质，还对幼儿园教师的心理素质提出了高要

求。日常工作中，繁重的工作任务、高强度的工

作压力以及漫长的工作时间，这些因素极易导致

幼儿园教师心理和情绪上的过度透支，乃至引发

极端、负性事件。如何缓解工作中因消极事件导

致的心理问题，保障幼儿园教师队伍的身心健康

发展成为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极端情境或生活中的重大压力时所表现

出的良好适应和调节能力，即个体面对生活压力

和挫折时的“忍耐性能力”［1］。幼儿园教师心理韧

性是指幼儿园教师面对工作或生活中出现的逆

境与压力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的能力［2］。心理韧性水平不仅可以反映出幼儿园

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对幼儿的身心发展

起到潜在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

应对方式间存在显著关联，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

体会表现出较高的坚韧、乐观等特质，同时个体

在面对压力时能够积极主动地采取积极的应对

方式［3-4］。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对支持的主观

感受及评价，一方面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心

理健康带来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个

体积极的心理品质，产生良好的适应性结果［5］。

个体对于社会支持资源的认识以及采用程度会

影响心理健康状况。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可以

通过诱发个体的情绪状态从而影响个体的压力

适应水平［6-7］。这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预测心理韧性的发展水平。应对方式是

幼儿园教师在面对问题情境下所采取的解决方

式。大量的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在感受到工作

压力时往往会采取情绪调节、理性面对或是情感

性社会支持来摆脱遇到的困境［8-9］。这表明，个体

在应对方式的选择上会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提出假设：幼儿园教师心理

韧性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

即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间起中

介作用。

全面推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核心在于提升

学前教育质量，而提升质量的关键在于幼儿园教

师队伍的建设。以往关于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

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职业倦怠、职业适应等可能

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问题领域［10-11］。作为推动学

前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幼儿园教师队伍综合素质

水平的高低，身心健康与否决定了学前教育质量

的优劣。笔者通过对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领悟

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

期望能揭示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心理素质水平，为

提升幼儿园教师心理素质，缓解工作压力，提供

一些措施和手段。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笔者以滁州市区11所幼儿园的教师作为调

查对象，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76份。其中公办园127人（46%），民办园149人

（54%）；学历方面，专科113人（40.9%），本科147

人（53.3%），研究生16人（5.8%）；婚姻状况方面，

未婚109人（39.5%），已婚167人（60.5%）。

（二）研究工具

1.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于肖楠、张建新修订编制的中文版《心

理韧性问卷》（CD-RISC）［12］，该问卷共25题，分为

坚韧、力量和乐观3个维度。问卷采用5级评分，

得分越高，则心理韧性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郑雪等人修订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

表》［13］131-133，该量表共 12题，分为家庭支持、朋友

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量表采用5级评分，

用于测量个体对获得社会支持的评价。本研究

中，该量表在测试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3.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修订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SCSQ）［14］，该问卷共20题，分为积极应对和

消极应对2个维度。问卷采用4级评分，用于了

解个体在面对不同生活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应对

方式的习惯。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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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0.87。

（三）数据处理

笔者在问卷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的

方式对实验数据进行t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检

验、中介模型检验。各统计数据中的p＜0.05 为

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的整体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韧

性得分为3.13±0.39。以园所性质、学历层次、婚

姻状况作为自变量，对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韧性及

各维度进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结果

可知，不同园所性质的幼儿园教师在心理韧性和

坚毅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公办园教师的得分显

著高于民办园教师（p＜0.05）；不同学历层次幼儿

园教师在乐观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科学历幼

儿园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专科和研究生学历幼

儿园教师（p＜0.01）；已婚幼儿园教师在心理韧性

的得分显著高于未婚幼儿园教师（p＜0.01），在坚

毅和乐观维度上，已婚幼儿园教师也显著高于未

婚幼儿园教师（p＜0.01，p＜0.05）。
表1 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园所性质

学历层次

婚姻状况

公办园

民办园

t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F

未婚

已婚

t

心理韧性总分

3.18±0.43

3.06±0.48

4.25*

3.12±0.43

3.16±0.51

3.11±0.55

2.53

3.04±0.40

3.18±0.51

4.86**

坚毅

3.17±0.48

3.07±0.45

3.07*

3.09±0.47

3.08±0.40

3.05±0.51

1.87

3.03±0.49

3.15±0.52

3.78**

力量

3.14±0.44

3.11±0.45

3.39

3.11±0.40

3.14±0.47

3.12±0.43

2.73

3.07±0.49

3.10±0.50

1.47

乐观

3.15±0.41

3.12±0.42

4.52

3.04±0.45

3.23±0.49

3.06±0.46

3.63**

3.07±0.45

3.16±0.47

0.54*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领悟社

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结果显

示，被调查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

显著正相关（r=0.69，p＜0.01），且坚毅、力量以及乐

观维度均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心理韧性

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0.59，p＜0.01），

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0.19，p＜0.01），

坚毅、力量以及乐观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应对方式不存在显著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

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r=0.31，p＜0.01），与

消极应对方式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2 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领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矩阵

1心理韧性

2坚毅

3力量

4乐观

5领悟社会支持

6积极应对

7消极应对

1

1

0.89**

0.84**

0.86**

0.69**

0.59**

-0.19**

2

1

0.63**

0.78**

0.49*

0.51**

-0.17*

3

1

0.81**

0.52*

0.48**

-0.19*

4

1

0.57*

0.59**

-0.16*

5

1

0.31**

-0.31

6

1

0.75**

7

1

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三）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行相关分析可知，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韧

性、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相

关关系均达到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满足了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将心理韧性、

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方式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3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心理韧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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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方式均具有正向预测

作用，且两个变量对于积极应对方式的解释量为

18.8%和26.7%。再将领悟社会支持作为协变量

引入到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回归方程中，

心理韧性对于积极应对方式的解释量为39.1%。

根据温忠麟［15］提出的复回归检验中介变量的理

论，在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以及领悟社会支持三

者间均达到显著水平基础上，将领悟社会支持加

入多元回归方程中，心理韧性对应对方式依然具

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得到，领悟社会支持在心

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3 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积极应对

积极应对

积极应对

预测变量

心理韧性

领悟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领悟社会支持

R

0.643

0.547

0.689

R2

0.187

0.214

0.467

△R2

0.188

0.267

0.391

Beta

0.486

0.343

0.384

t

7.872

5.240

6.174

Sig.

.000

.000

.000

四、讨论

（一）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的整体状况与差

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幼儿园教师心理韧

性水平处于中等水平（M=3.13），表明幼儿园教师

的心理耐受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一结果与

王路曦［16］、何灿［17］等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

异。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中，不同园所类型

的幼儿园教师在心理韧性总分以及坚毅维度上

均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幼儿园

办学性质的差异会造成工作稳定性、社会地位、

薪资待遇以及职业生涯发展等诸多问题，相较之

下公办园教师比民办园教师具有心理上的优势，

而这种优势也会转化成为心理素质发展水平上

的差异。在学历层次上，本科生在乐观维度上的

得分显著高于专科以及研究生学历的幼儿园教

师。产生这一结果与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性质和

职业要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时代的学前教育

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有良好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同

时还需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相较于专科阶段

注重技能培养和研究生阶段注重理论体系培养，

本科教育介于两者之间，这也使得本科阶段的教

育更可能对应这种综合能力培养的要求。在婚

姻状况上，已婚幼儿园教师在心理韧性以及坚

毅、乐观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未婚教师。良

好的婚姻能够给予对方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时配

偶可以给予幼儿园教师更多的支持、关心和鼓

励，并且有效地分担工作与家庭中出现的各种矛

盾，做到排忧解难。这种来自主观情绪体验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的水平。

（二）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韧性与其

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呈显著相关。其中，心

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这与聂衍

刚［18］、姚海娟［19］等人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领悟

社会支持是影响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发展的重

要因素，当个体在工作中或生活中遭遇压力、困

境时，来自于外部的有效支持成为摆脱困境，维

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式。来自配偶、亲人、朋友

以及同事的关心与鼓励，可以有效提升幼儿园教

师的心理韧性水平，为其职业生涯发展保驾护

航。其次，心理韧性和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

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曲鑫［20］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个体的心理特质以及外部支持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方式，同时

解决问题的方式如何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个

体的心理素质。心理韧性水平高的幼儿园教师

在困境中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能够积极利用合

理方式来缓解各种不良因素给身心健康带来的

冲击和影响。而积极的外部支持可以帮助幼儿

园教师冷静地思考、合理地分析问题，有效地降

低个体因主观局限所产生的认知偏差，从而能够

采取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同时，高水平的心理韧

性能够强化坚毅、乐观等积极的人格特质，这些

优秀的特质又会提升个体的感知外部支持的能

力，极大地增加了幼儿园教师在遇到问题情境时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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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

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

在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且预测量为39.1%。这表明，幼儿园教师的心

理韧性对积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中有39.1%是通过

领悟社会支持实现的。幼儿园教师在日常工作

中会面临诸多压力及困扰，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

合理有效的解决或疏导将会对幼儿园教师的身

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韧性

水平越高，越能够有效提升个体抗压能力，缓冲

不良因素带来的冲击。同时，幼儿园教师对于外

部支持良好的认知体验，也会进一步提升应对方

式的选择。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当遇到各种心

理困境时，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解决问

题，同时也需要积极合理地利用身边资源来帮助

自身摆脱问题的困扰。

五、结论与建议

笔者在本研究中得出以下结论：1）幼儿园教师

心理韧性处于中等水平，且心理韧性在人口学变量

上存在显著差异；2）心理韧性与领悟社会支持对积

极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且领悟社会支持在心

理韧性与积极应对方式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新时代的学前教育不仅是教育阶段的开端，

更是承担着教育和保育的双重职能。加强幼儿

园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引导幼儿园教师树

立正确的职业观，帮助其形成积极的人格特质。

幼儿园教师在面对工作或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时，

尝试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以良好的情绪分析和

处理问题。其次，要提升幼儿园教师的社会地

位，使得幼儿园教师能够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

持，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帮助幼儿园教师营造良

好的环境与形象，切实保障社会群众对幼儿园教

师的认可度和美誉度。最后，幼儿园及相关教育

部门可以采取相应的手段帮助幼儿园教师解决

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瓶颈问题，有效提高幼儿

园教师的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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