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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使用心理资本量表、职业倦怠量表以及核心自我

评价量表对17所乡村幼儿园中361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

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之间呈显著负相关。（2）乡村幼儿教

师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应帮助幼儿教师构建积

极的心理资本从而增强对自身的核心评价，最终减少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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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sychological capital，core self-evaluation and job burnout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rural areas，361 teachers from 17 rural kindergartens were investigated by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job burnout scale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capi-

tal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 burno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job burnout.（2）The core self-evaluation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 burnout. Accord-

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it is suggested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should be helped to buil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 as to en-

hance their own core evaluation and ultimately reduce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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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乡村幼儿教师的身心健康对于学前教育及

乡村的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对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影

响［1-2］。研究发现乡村幼儿教师队伍面临着资源
收稿日期：2022-02-09；修回日期：2022-03-02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青年项目（CKA200281）

作者简介：马颖，女，山西运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教师教育，儿童心理发展；

向唯鸣，女，湖北恩施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王慕寒，女，河南周口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建新

幼儿园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教师教育；雷颖，女，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4月
第38卷 第4期

April 2022
Vol.38 No.4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4期

短缺、专业能力发展受限以及待遇相对城镇较低

等问题［3］，教师缺少可利用的资源与发展机会，在

工作中难以实现自身能力与价值［4-5］，且整体师资

素质无法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教学与专业能力上

的发展上存在差异，职称评定难、机会少、流动意

愿上受到限制［6］，导致其工作中的积极性较低，自

主发展的能力受到限制，从而容易引发职业倦怠

问题。此外，乡村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低且家庭负

担较重，工作中面对的群体大部分为农村留守儿

童，教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与陪伴，这些因素

都容易使其产生身心压力与负面情绪［3，7-9］。因

此，从积极的视角来关注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倦

怠的影响因素，增强其在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与

对自我的认可，对乡村幼儿教师发展与成长至关

重要。

职业倦怠（Burnout）是个人处于某个特定工

作任务时，由于情绪无法调节与情绪资源严重消

耗，产生消极心态与对工作冷漠的态度，并且在

工作过程中无法产生成就与价值感，感到疲惫与

自信心下降，包括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与低成就

感三个维度［10］。职业倦怠会导致教师情绪不稳

定，对工作失去热情，不愿和幼儿接触，离职、流

失严重等问题。同时，职业倦怠对乡村幼儿教师

自身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出现焦虑、抑郁等

心理问题［11］。因此，探索积极的渠道和方法来减

少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对教师自身的健康

及其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环境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认为个体一旦消耗自身资源，就会努力获

得更多的资源以补充自身的需要，工作要求消耗

个人的身心能量，这会导致负面后果。如倦怠会

带来工作上的压力并降低工作幸福感与满意度，

如果个人有足够的个人资源，就可以减轻职业倦

怠的不利影响，心理资本作为内部积极的个人资

源，与外部工作资源作用类似，它在减少职业倦

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心理资本（Psycho-

logical Capital Appreciation）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的一种稳定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影响个体对自身

的认知与发展行为，能够由个人开发并投资以获

取竞争优势，包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乐观与

希望四个维度［13］。有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负向预

测职业倦怠［14］。当教师的心理健康方面出现倦

怠等情况时，心理资本作为个人所具有的积极心

理状态起到重要作用，教师可以在面临工作中无

法调节的压力与困难时对其进行适应调整，提高

自身的积极性与希望水平。虽然已有相关研究

证明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会减少其职

业倦怠，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内在机制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探索。

有研究学者认为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价

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能够显著预测核心自我评

价［15］。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是指

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做出最基本的评价，并

能潜意识地影响个体对自身的感知与看法［16］。

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老师，在困境中有更多的积

极情绪和韧性克服困难，表现出更多自信，对周

围人也更加乐观，从而具有更高的自我评价。有

研究表明，心理资本通过核心自我评价而影响工

作投入的水平［17］。在职业倦怠与核心自我评价

的关系中，以往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对工作压

力和职业倦怠呈现负向预测作用［18］，即核心自我

评价分数越高，工作压力分数越低，职业倦怠水

平也越低。核心自我评价是由个体对自身能力

和价值所做出最基本的评价，能够更有效、更稳

定地对职业倦怠情况进行预测。核心自我评价

越高的教师，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并且调

节情绪，情绪衰竭较低，个人成就感越高，职业倦

怠水平随之越低［18］。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乡村幼儿教师为研究

对象，探讨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以

及职业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核心自我评价

在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为

降低乡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水平、提升整体心理

素养提供参考和借鉴，本研究假设：其一，乡村幼

儿教师的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负

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负

相关；其二，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与职业倦

怠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在数据采集部分采取整群抽样的方

法，以河南省Z市周边17所乡村幼儿园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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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名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公办园教师

102名（28.3%），民办园教师207名（57.3%），普惠

园教师52名（14.4%）；其中小班任教教师109人

（30.2%），中班任教教师125人（34.6%），大班任教

教师 127（35.2%）；其中初中学历教师 23 人

（6.4%），中专（高中）学历教师116人（32.1%），大

专 学 历 教 师 184（51%），本 科 学 历 教 师 38

（10.5%）。

（二）研究工具

1.心理资本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超平博士修订并翻译的由Lu-

thans等人［19］共同编制的《心理资本量表》（PCQ-

24），该量表总共包括24个题目，包含自我效能

感、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采用Likert式6点

量表评价法，总分越高代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值为0.823。

2.职业倦怠量表

本研究采用Maslach［20］编制的《教师职业倦怠

量表》（MBI-ES），该问卷共22个题目，分为情绪

衰竭、非人性化和低个人成就感三个维度，其中

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两个维度为正向计分，低个

人成就感维度为反向计分，各维度得分为本维度

所有题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则职业倦怠的程度

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值为

0.911。

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杜建政等人［21］在CSES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基础上编制出的符合

我国文化背景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量表共有

10道题目，采用Likert式5点量表评价法，分数越

高代表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22］。该量表在本

研究中Cronbach's α值为0.820。

（三）研究施测过程

本次研究正式施测由经过训练学前教育专

业研究生负责，经与幼儿园负责人沟通后将问卷

发放给本园教师填写，填写后现场收回，为了保

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有效性，每次施测都采用统一

的指导语，在问卷前言中向被调查者说明问卷仅

供研究所用且无对错之分，并强调调查的保密

性，本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2份，回收率

为95％；剔除无效问卷21份，有效问卷为361份，

问卷有效率为90％。

（四）数据处理

本 研 究 在 量 化 部 分 采 用 SPSS27.0 和

AMOS2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使用描述

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

模型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及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乡村幼儿教师的自我

报告，因此对本研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相关数

据分析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方法采用

Harman单因子法［23］648-650，结果显示有12个因子的

特征根植均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

的23.03%，小于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共同方法变异可以

接受。

（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

对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展开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心理资本总体平均

分为4.58分，高于理论中值3.5分；核心职业倦怠

总体平均分为2.05分，低于理论中值3分，具体情

况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N=361）

变量

Min

Max

Mean

SD

希望

1

6

4.65

0.71

自我效
能感

1

6

4.66

0.75

乐观

2.67

6

4.47

0.62

韧性

2.5

6

4.53

0.67

心理资
本总分

2.96

6

4.58

0.58

核心自
我评价

2.2

5.5

3.75

0.61

情感枯竭

1

4.33

1.97

0.57

低成就感

1

4.4

1.46

0.64

去人格化

1

5

2.52

0.74

职业倦
怠总分

1

3.55

2.05

0.47

（三）不同园所乡村幼儿园教师在本研究变

量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园所各变量

的差异，结果发现韧性维度在不同园所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心理资本维

度在不同园所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公办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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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乐观水平显著低于乡村民办园教师；核心自

我评价在不同园所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职业倦

怠与低成就感存在显著性差异，情绪枯竭与去人

格化无显著性差异，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不同园所乡村幼儿园教师在本研究变量上的差异分析（N=361）

变量

自我效能感

希望

韧性

乐观

心理资本总分

核心自我评价

情感枯竭

去人格化

低成就感

职业倦怠总分

公办园
（M±SD）

4.55±0.71

4.52±0.69

4.47±0.54

4.34±0.50

4.47±0.47

3.59±0.59

2.05±0.59

1.50±0.62

2.71±0.75

2.17±0.48

民办园
（M±SD）

4.68±0.78

4.68±0.76

4.53±0.73

4.53±0.68

4.60±0.64

3.81±0.63

1.96±0.60

1.46±0.70

2.46±0.72

2.03±0.48

普惠园
（M±SD）

4.82±0.72

4.80±0.52

4.66±0.61

4.51±0.50

4.70±0.49

3.80±0.53

1.86±0.41

1.37±0.38

2.36±0.75

1.93±0.35

F

2.26*

3.08*

1.48

3.22*

3.08*

4.63**

1.84

0.66

5.68**

5.10**

LSD

①＜③*

①＜③*

—

①＜②*

①＜③*

①＜②*；①＜③*

—

—

①＞②*；①＞③*

①＞②*；①＞③*

注：*p＜0.05；**p＜0.01 ；①代表“公办园”；②代表“民办园”；③代表“普惠园”

（四）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

和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

由表3相关结果可知，心理资本总分及各维

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与职业倦怠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存

在显著负相关；职业倦怠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存在

显著正相关，与核心自我评价之间存在显著负相

关。

（五）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

和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

1.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回归

分析
表3 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的相关分析（N=361）

变量

自我效能感

希望

韧性

乐观

核心自我评价

职业倦怠总分

情感枯竭

去人格化

低成就感

心理资本

0.864**

0.893**

0.848**

0.764**

0.439**

-0.501**

-0.270**

-0.318**

-0.465**

自我效能感

—

0.785**

0.599**

0.479**

0.362**

-0.393**

-0.183**

-0.214**

-0.408**

希望
—

—

0.658**

0.537**

0.374**

-0.414**

-0.248**

-0.268**

-0.360**

韧性
—

—

—

0.622**

0.383**

-0.416**

-0.194**

-0.279**

-0.405**

乐观
—

—

—

—

0.367**

-0.480**

-0.298**

-0.327**

-0.399**

核心自我评价
—

—

—

—

—

-0.531**

-0.410**

-0.390**

-0.357**

职业倦怠
—

—

—

—

—

—

0.779**

0.721**

0.674**

情感枯竭
—

—

—

—

—

—

—

0.680**

0.121*

去人格化
—

—

—

—

—

—

—

—

0.126*

注：*p＜0.05；**p＜0.01

表4 心理资本总分及各维度对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N=361）

因变量

职业倦怠

总分

自变量

自我效能感

希望

乐观

韧性

心理资本总分

标准化系数β
-0.11

-0.099

-0.321

-0.086

-0.501

p

0.138

0.216

0

0.202

0

t

-1.488

-1.239

-5.42

-1.278

-10.962

R 2

0.273

0.251

调整后R 2

0.265

0.249

F

33.498**

120.167**

注：*p＜0.05；**p＜0.01

结果由表4可知，当以心理资本总分及四个

维度同时作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作为因变量展开

回归分析时，四个维度对职业倦怠总分的共同解

释变异量为26.5%，四个维度中乐观能够显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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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测职业倦怠（β=-0.321，p＜0.01）；当心理资

本总分对职业倦怠总分进行回归分析时，心理资

本总分对职业倦怠总分的共同解释变异量为

24.9%，心理资本总分能够对显著负向预测职业

倦怠总分（β=-0.501，p＜0.01）。

2.乡村幼儿教师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倦怠的

回归分析

以核心自我评价为自变量，职业倦怠总分及

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核心自我评

价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倦怠的回归分析（N=361）

因变量

情感枯竭

去人格化

低成就感

职业倦怠总分

自变量

核心自我评价

标准化系数β
-0.410

-0.390

-0.357

-0.531

p

0.000

0.000

0.000

0.000

t

-8.513

-8.035

-7.241

-11.866

R 2

0.168

0.152

0.127

0.282

调整后R 2

0.166

0.150

0.125

0.280

F

72.479**

64.558**

52.438**

140.804**

注：*p＜0.05；**p＜0.01

结果由表5可知，核心自我评价对情绪枯竭

维度的共同解释变异量为16.6%，核心自我评价

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情感枯竭维度（β=-0.410，p＜
0.01）；核心自我评价总分对去人格化维度的共同

解释变异量为15.0%，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负

向预测去人格化维度（β=-0.390，p＜0.01）；核心

自我评价总分对低成就感维度的共同解释变异

量为12.5%，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低

成就感维度（β=-0.357，p＜0.01）；核心自我评价

总分对职业倦怠总分的解释变异量为28.0%，核

心自我评价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总分

（β=-0.531，p＜0.01）。

（六）核心自我评价在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

本与职业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叶宝娟［23］重新总结的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将中介变量定义为“考虑自

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当自变量通过影响

变量来影响因变量，那么影响变量可以称作中

介变量”，对三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验证核

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和职业倦怠之间起中介

作用。本研究组建的模型框架是验证以核心自

我评价为中介作用，自变量心理资本与因变量

职业倦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回归来检验中

介效应。在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模

型，如图1所示。

核心自我评价

自我效能感

希望

韧性

乐观

心理资本 职业倦怠

情感枯竭

去人格化

低成就感

0.44**
-0.31**

-0.28**

0.85

0.91

0.73

0.60

0.82

0.83

0.94

图1 核心自我评价中介作用图

结果由图1可知，心理资本测量模型的观测

变量在其潜在变量上的载荷于0.60-0.91之间，职

业倦怠测量模型的观测变量在其潜在变量上的

载荷于0.82-0.94之间，模型合理并且能够进行结

构模型分析。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影响路径

有两条：心理资本可以直接影响职业倦怠，同时

也可以以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职

业倦怠。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直接效应为-

0.28（p < 0.01），心理资本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

效应为0.44（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对职业倦

怠的影响效应为-0.31（p < 0.01）。
表6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数

χ 2

61.66

df

16

GFI

0.96

TLI

0.94

IFI

0.96

NFI

0.95

CFI

0.96

RMSEA

0.09

由表6所示，可以得到的中介模型拟合指数

为：χ 2/df等指数，各指数的拟合标准分别为：理论

上χ 2/DF所得出的数值应低于5；理论上GFI等指

数所得数值应高于0.90并接近1；RMSEA所得值

理论上应小于0.06，根据拟合标准可知，该模型拟

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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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类型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0.257

-0.534

-0.791

SE

0.070

0.096

0.114

Z

-3.671

-9.233

-16.173

95%CI

-0.443，-0.150

-0.760，-0.375

-1.048，-0.592

结果由表7所示，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直

接效应量为-0.534，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与

职业倦怠之间影响的中介效应量为-0.257，中介

效应95%百分位数置信区间不包含0（置信区间

为-0.443，-0.150）；总效应为-0.791，总效应95%

百分位数置信区间不包含0（置信区间为-1.048，-

0.592）；直接效应为-0.534，直接效应95%百分位

数置信区间不包含 0（置信区间为-0.760，-

0.375），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比例28.24%，

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和职业倦怠之间

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四、讨论与分析

（一）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

和职业倦怠的现状分析

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总体在不同园所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四个维度中自我效能感、希望、

乐观在不同园所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梁月

琴［24］的调研结果一致。其中乡村公办园教师乐

观水平显著低于乡村民办园教师，在自我效能

感、希望维度及心理资本总体上乡村公办园教师

显著低于乡村普惠园教师。这可能得益于国家

重视民办园教师的发展，给予民办教师更多的培

养机会。另外由于民办园的性质是以营利性为

目的，民办园可以通过收取学费来分配工资以及

办园环境，家长对民办园的环境和办园模式有选

择性，而公办园参照地方政府标准办园，较为单

一，因此民办园教师可能比公办园教师乐观水平

高。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总体在不同任教年

级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四个维度在不同任教年

级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

本总体在不同学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四个维

度在不同学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聂钰

佳［25］的调研结果一致。一方面由于心理资本形

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多数幼儿园都实行跟班

制，教师们三年带一届，而且幼儿园没有学生成

绩考核和升学压力；另一方面学历仅能反映个体

的教育经历和成长环境，而教师在教学经验、班

级管理或者人际关系方面都积累了许多的经验，

在培训机会和学习中扎实关于学前教育的理论

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乡村幼儿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在不同园所

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桑青松［26］等人的调研

结果一致。其中公办园乡村幼儿教师显著低于

民办园与普惠园乡村幼儿教师，一方面由于农村

公办园对教师评价体制的不全面以及教师编制

数量的不合理，形成了明显差异，民办园和普惠

园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特色，学校的声誉和

招生情况比较好，教师的技能和教学能力也得到

家长的认可。另一方面公办幼儿园老师不仅需

要从事教育工作，还要面对评职称、参加各种技

能培训等工作，对自身的要求过高，而民办园教

师只需要认真负责地执行教育和教学任务就可

以，对自身的要求较低。乡村幼儿教师核心自我

评价在不同任教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

学历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沈馨琳［27］的

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本次选取的

教师的学历层次以中大专为主，且教师选择这份

工作的原因主要考虑的是离家近且挑战性低，对

自身要求也不是很高，因此学历也不是造成教师

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变化的原因。

乡村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总体在不同园所上

存在显著差异，四个维度中低成就感在不同园所

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任教年级、不同学历水

平方面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不存在显著差

异，这与李晓巍［28］、武雅楠［29］的等人的研究结果

一致。其中乡村公办园教师职业倦怠感总体与

低成就感显著高于乡村民办园与普惠园教师。

一方面是由于公办学校教师比民办学校教师在

培训、参加各种学习活动方面有些优势，经常参

与各种培训学习，容易出现压力，身体和情绪产

生疲劳；另一方面同时由于公办幼儿园体制原

因，教师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学校对教师的教学技

能、综合素质等方面要求更多、更严格，教师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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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长期处于

极度疲劳的身心状态。

（二）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价

和职业倦怠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

与职业倦怠之间显著负相关，本研究的研究结果

覃阿敏［30］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工作要求—工

作资源理论［31］，在人际关系中具有很高情感资本

的教师具有丰富的心理资源，更容易从工作中获

得他人的支持，满足高强度工作的要求，可以提

升对工作的动力、改善对工作的看法，进而提高

工作效率。效能感和韧性等积极心理要素也对

职业倦怠产生影响，使教师获得成就感和满足

感。

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价

之间显著正相关。教师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

价有着直接的、较为紧密的关系，心理资本越高

的教师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也越高。主动选择克

服困难并解决问题的教师往往具有较高的自我

评价能力，高核心自我评价者倾向于选择对自身

有利的情况［32］，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体验到价值

感以及自我成长。

本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教师核心自我评价与

职业倦怠之间显著负相关。这与孙配贞［33］的研

究结果一致。核心自我评价是包括自尊在内的

高级人格特质，在减轻个人工作倦怠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当个人面临工作的压力和职业倦怠的威

胁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高的个体可以快速找到

调节自己认知和寻求外部环境中不同的资源，以

降低职业倦怠的发生。相反，核心自我评价水平

较低的个体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不良情绪时，由

于缺乏社会资源而感到压力进而产生职业倦怠。

回归分析证明乡村幼儿教师核心自我评价

对职业倦怠起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效能感强的教

师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主动设定职业目标，积极主

动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从而更有可能获得个人

成就感；同时自我评价水平高的老师认为自己的

工作更容易产生兴趣和主动性，在处理幼儿等工

作问题时倦怠感较低。

（三）核心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

之间的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变量在心

理资本和职业倦怠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即心理资本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

职业倦怠水平，也能通过提高乡村幼儿教师核心

自我评价从而对职业倦怠进行间接影响。一方

面，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乡村幼儿教师，能够通过

积极正向的自我调节来减缓工作中的压力，合理

地利用资源来有效地调整情绪行为，进行正确的

归因，增加个人成效与价值感，从而整体的自我

评价水平较高［34］322-349。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个

体因素对职业倦怠产生重要的影响，核心自我评

价能力较高的个体通常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对工作感到满意，能合理处理突发状况并且表现

良好。具有高度自尊心的教师更有可能变得更

加顽强，并在困难中敢于面临新的挑战，而且核

心自我评价较高的教师能够通过设定合理的工

作目标来应对工作中复杂任务，防止和减轻职业

倦怠。而较低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以及低水平

的情绪控制能力会使教师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

度较低，工作成绩也会变得不如意［35］。此外，具

有较高核心自我评价能力的个体表现出较少焦

虑情绪，拥有较高的成就体验以及积极情绪，与

人相处时更加和谐，当面对工作困难时，会以乐

观的心态解决问题，提高工作绩效、转换工作态

度进而减少职业倦怠［36］。

五、结论

（1）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得分情况总均

分为4.58分，高于理论中值3.5分；核心自我评价

总均分为3.75分，高于理论中值3分；职业倦怠总

均分为2.05分，低于理论中值3分。

（2）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核心自我评

价以及职业倦怠总体在不同任教 年级、学历变量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园所性质上心理

资本、核心自我评 价和职业倦怠总体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公办园教师的心理资本显著低于普惠园

教 师，公办园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显著低于

普惠园，公办园教师的职业倦怠显 著高于民办园

和普惠园。

（3）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与核心自我评

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 与职业倦怠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之间呈

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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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负向预测职业倦

怠，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倦怠。核心

自我评价在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中

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六、教育建议

（一）国家应重视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

现状，均衡城乡幼儿教师发展资源

国家及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幼儿园的投入，重

视乡村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建设，提升其核心自我

评价水平。首先，国家应给乡村教师提供更丰富

的学习资源，关注幼儿教师的心理发展，适当在

教师专业培训中增加教师心理建设内容，呼吁教

师自身重视心理健康。其次，政府应考察研究公

办园教师职业倦怠原因，提供更多渠道的社会支

持来提高乡村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此外，政府

应协助幼儿园建立更加完善的乡村幼儿教师评

价体系和晋升、奖励管理制度等，激发乡村幼儿

教师内在的工作动力和积极的自我评价，从而减

少其职业倦怠。

（二）幼儿园应肯定教师的劳动与付出，提高

乡村幼儿教师核心自我评价水平

幼儿园应肯定教师的能力与价值，充分了解

幼儿教师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园所可定期开展

各类趣味活动，对于自我评价较低的教师以鼓励

为主，及时发现其闪光点并予以表彰，激发教师

的积极情绪。另外，幼儿园领导应引导乡村幼儿

教师关注自身能力与素质的发展，如通过周会或

组会的方式，及时了解教师工作现状与困难，给

与教师更多人文关怀，逐一与教师制定个性化职

业规划，并设置奖励机制作为教师主动规划工作

目标、实现工作目标的动力。同时，幼儿园应开

展有关于心理建设的相关工作，引入相关培训对

乡村幼儿教师进行干预，如正念干预课程，帮助

教师减少消极负面的想法，肯定自身价值，增强

其心理资本和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从而有效减少

职业倦怠。

（三）乡村幼儿教师应保持正确积极的心态，

正视肯定自身社会价值

教师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积极的精神状

态可以支持与提高个人自我效能水平。乡村幼

儿教师资源相对较少，教师们积极参加培训或利

用网络资源，加强自身的学习与工作技能，不断

探寻自我价值，积极地进行自我评价。此外，乡

村幼儿教师应关注并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学会掌控生活与工作的节奏，为工作和生活设定

最近发展区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感受愉悦

与成就感。学会积极的心理暗示或通过正念缓

解职业倦怠及消极情绪，掌握正确的成败归因方

式，从而提高自身的心理资本和核心自我评价水

平，防止职业倦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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