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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心理弹性的相关关系。方法：随机抽取衡阳师范学院238
名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填写《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进行调查。

结果：1) 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显著(p < 0.01)；2)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

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显著(p < 0.05)；3) 不同性别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

显著(p < 0.05)；4)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水平与职业认同存在正相关(r = 0.25, p < 0.01)。结

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平与职业认同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职

业认同感越高。其中心理弹性水平对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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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resilience of state- 
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Methods: 238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fill out the Fre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in different grades (p < 0.01);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in different family’s financial situation (p 
< 0.05);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ental resilience among state-funded normal stu-
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in different genders (p < 0.05); 4)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mental resili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r = 0.25, p < 0.01).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mental resili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ental resilience is, the higher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mental resil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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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 年秋季，教育部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推行免费师范生教育。2018 年，教育部等部门对免

费教育政策进行完善，将“免费师范生”改称为“公费师范生”，任教服务期由此前的 10 年调整为 6 年。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是初中毕业后，自愿报名，通过考试选拔出成绩优秀的学生，面试通过后免费前

往师范类高校就读学习。学习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专门为公费师范生开设的二级学院里进行两

年学习，之后与高中毕业生一样，接受四年制的本科教育。 
一名教师是否从内心深处认同教师这个职业，能否做出积极的感知与评价，主观心理感受有着直接

联系，而这种感受就是教师的职业认同感(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0)。教师的职业认同对教育这

个行业以及教师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到任教期限(程巍，王在勇，王瑶，2008)。一个人如果有

较高的职业认同感，他就能在这个职业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或职业的意义(赵宏玉，张晓辉，2015)。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不违约的情况下，是必定会成为一名教师的。但他们在选择是否成为一名

公费师范生时，普遍年龄较小，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社会适应能力不强，对所学专业和社会的认知不完

整，在进入大学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发展以及未来职

业等一系列问题(阳晓艳，唐木兰，2021)。且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创新，社会环境不同

于前几年，新兴职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职业选择的多样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生年龄的

增长等因素是否影响公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是值得去关注的问题。 
心理弹性是能使人们从挫折、困难、压力中很快恢复以及调整过来的一种个体内在的品质或能力。

研究者目前更多从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心理弹性的概念，认为心理弹性是在个体与周围环境彼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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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过程中变化和发展的(周秀艳，2018)。 
公费师范生是未来教师群体中的一股新鲜血液，他们的教师职业认同感对今后的教育生涯有着巨大

影响，也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心理准备。有研究表明，职业认同是可以通过培养来提升的，公费师

范生的职业认同就需要在就读期间进行培养，他们的职业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学习

质量和未来教育质量(齐佩芳，薄艳玲，2007)。因此，本研究探讨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心理

弹性的现状及其关系，有助于了解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现状和心理弹性水平，以及他们的

职业认同感和心理弹性会不会随环境和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有利于高校管理部门制定相关策

略提升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衡阳师范学院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240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238
份，被试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sample distribution 
表 1. 样本分布统计表 

变量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2 17.65 

女 196 82.35 

年级 

大一 80 33.61 

大二 62 26.05 

大三 96 40.34 

家庭来源地 

城市 34 14.28 

乡镇 53 22.27 

农村 151 63.45 

家庭经济状况 

贫困 51 21.43 

一般 165 69.33 

良好 19 7.98 

富足 3 1.26 

2.2. 研究工具 

2.2.1. 《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采用由赵宏玉、兰彦婷、张晓辉、张燕等所编制的《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赵宏玉等，2012)。

该量表由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和意志行为认同等三个维度构成，共 15 个题目，使用四点 Likert
式等级计分，分别为“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

免费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水平越高。 

2.2.2.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采用由 Connor 和 Davidson 编制，张建新和于肖楠修订的《心理弹性量表(CD-RISC)》(于肖楠，张

建新，2007)。包含 25 个项目，采用 Likert 式 5 点量表评定法，从 0~4 表示从来不这样、很少这样、有

时这样、经常这样、一直如此。通过在不同人群中施测，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应用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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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等。 

3. 研究结果 

3.1.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的总体现状和特征 

3.1.1.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的总体现状 

Table 2. The overall status quo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M ± SD) 
表 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总体现状(M ± SD) 

 内在价值认同 外在价值认同 意志行为认同 职业认同总分 

M 3.031 2.835 2.476 2.794 

SD 0.415 0.447 0.48 0.383 
 

表 2 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现状的三个维度中，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平

均分较高，意志行为认同较低，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的总分为 2.794。 

3.1.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1) 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different gender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3. 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比较 

 男(n = 42) 女(n = 196) F p 

内在价值认同 2.98 ± 0.61 3.04 ± 0.36 0.769 0.382 

外在价值认同 2.79 ± 0.57 2.85 ± 0.42 0.607 0.437 

意志行为认同 2.44 ± 0.56 2.48 ± 0.46 0.249 0.618 

职业认同总分 2.75 ± 0.55 2.80 ± 0.34 0.693 0.406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表 3 显示，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职业认同总分及其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2) 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Table 4.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different grade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4. 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比较 

 大一(n = 80) 大二(n = 62) 大三(n = 96) F p 

内在价值认同 3.07 ± 0.41 3.08 ± 0.36 2.96 ± 0.45 2.088 0.126 

外在价值认同 2.95 ± 0.41 2.83 ± 0.38 2.74 ± 0.49 5.301 0.006** 

意志行为认同 2.52 ± 0.50 2.45 ± 0.42 2.46 ± 0.51 0.417 0.66 

职业认同总分 2.85 ± 0.38 2.80 ± 0.31 2.74 ± 0.42 2.071 0.128 
 

表 4 显示，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职业认同总分及其内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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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在对外在价值认同维度上差异非常显著(p < 0.01)，表现为大一 > 大
二 > 大三。 

3) 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Table 5.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different birthplace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5. 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比较 

 城市(n = 34) 乡镇(n = 53) 农村(n = 151) F p 

内在价值认同 3.00 ± 0.46 2.98 ± 0.40 3.06 ± 0.41 0.787 0.456 

外在价值认同 2.79 ± 0.49 2.82 ± 0.41 2.85 ± 0.45 0.255 0.775 

意志行为认同 2.36 ± 0.50 2.46 ± 0.44 2.51 ± 0.49 1.438 0.24 

职业认同总分 2.73 ± 0.45 2.76 ± 0.33 2.82 ± 0.38 0.959 0.385 
 

表 5 显示，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职业认同总分及其给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 > 
0.05)。 

4)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Table 6. Comparis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6.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职业认同差异比较 

 贫困(n = 51) 一般(n = 165) 良好(n = 19) 富足(n = 3) F p 

内在价值认同 3.06 ± 0.44 3.03 ± 0.41 3.08 ± 0.39 2.62 ± 0.30 1.13 0.338 

外在价值认同 2.83 ± 0.51 2.84 ± 0.41 2.91 ± 0.45 2.07 ± 0.65 3.209 0.024* 

意志行为认同 2.49 ± 0.55 2.48 ± 0.45 2.52 ± 0.54 1.93 ± 0.42 1.342 0.262 

职业认同总分 2.81 ± 0.45 2.79 ± 0.35 2.85 ± 0.40 2.24 ± 0.39 2.233 0.085 
 

表 6 显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职业认同总分及其内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

认同维度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在外在价值认同维度上差异显著(p < 0.05)，表现为良好 > 一
般 > 贫困 > 富足。 

3.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的总体现状和特征 

3.2.1.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的总体现状 

Table 7. The overall state of mental resilience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M ± SD) 
表 7.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的总体状况(M ± SD) 

 心理弹性总分 常模 t p 

M 84.202 65.4 
100.452 0.000** 

SD 12.932 13.9 
 

表 7 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的整体均值为 84.202，标准差为 12.932。总分高于常模

(p < 0.001)。 

3.2.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1) 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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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omparison of mental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gender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8. 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比较 

 男(n = 42) 女(n = 196) F p 

心理弹性总分 87.93 ± 14.33 83.40 ± 12.51 4.295 0.039* 
 

表 8 显示，不同性别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总分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 < 0.05)，男生心理

弹性水平高于女生心理弹性水平。 
2) 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Table 9. Comparison of mental resilience among different grade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9. 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比较 

 大一(n = 80) 大二(n = 62) 大三(n = 96) F p 

心理弹性总分 85.00 ± 11.98 85.23 ± 12.75 82.88 ± 13.80 0.851 0.428 
 

表 9 显示，不同年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3) 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Table 10. Comparison ofmental resilience among different birthplace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10. 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比较 

 城市(n = 34) 乡镇(n = 53) 农村(n = 151) F p 

心理弹性总分 86.24 ± 12.06 85.92 ± 13.60 83.14 ± 12.84 1.405 0.247 
 

表 10 显示，不同家庭来源地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4)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Table 11. Comparison of mental resilience among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11.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差异比较 

 贫困(n = 51) 一般(n = 165) 良好(n = 19) 富足(n = 3) F p 

心理弹性总分 84.41 ± 14.62 83.82 ± 12.67 87.26 ± 11.29 82.00 ± 7.94 0.432 0.73 
 

表 11 显示，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3.3.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和心理弹性关系分析 

3.3.1.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和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Table 12.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resilience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1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与职业认同各个维度的相关 

 心理弹性总分 

内在价值认同 0.193** 

外在价值认同 0.144* 

意志行为认同 0.232** 

职业认同总分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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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和职业认同关系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r = 0.25, p < 0.01)。
心理弹性与外在价值认同(r = 0.16, p < 0.05)、内在价值认同(r = 0.24, p < 0.01)、意志行为认同(r = 0.25, p < 
0.01)三个维度呈正相关。 

3.3.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和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Table 13.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resilience of state-funded normal students with a 
six-year term 
表 13.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与职业认同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a 因变量 b 非标准化系数 β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 t p 

心理弹性总分 

内在价值认同 0.007 0.002 0.217 3.422 0.001** 

外在价值认同 0.006 0.002 0.168 2.622 0.009** 

意志行为认同 0.009 0.002 0.255 4.049 0.000** 

职业认同总分 0.007 0.002 0.253 4.024 0.000** 

注：a预测变量：心理弹性总分；b因变量：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职业认同总分。 

 
表 13 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水平对内在价值认同，外在价值认同，意志行为认同，

职业认同总分均有预测作用。 

4. 讨论与建议 

4.1. 分析讨论 

4.1.1.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和心理弹性现状及人口学变量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总体处于中上水平，心理弹性水平高于全国常模。

在职业认同的三个维度当中，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内在价值认同和外在价值认同较高，而意志行为

认同较低，即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当前认为教师是有价值的职业，但在任教服务期结束后是否继续做

一名教师，还有待考量。 
在性别方面，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没有显著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不同，可能是

在新时代背景下，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大学生群体中更加能体现。而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

平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弹性水平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为感性，更容易受

到情绪的影响。在随机访问中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崩溃，有时候无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并且女

性前往心理咨询室的次数多于男性，以上情况可能造成女性的心理弹性水平低于男性。 
在年级方面，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外在价值认同因子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大一 > 大二 > 大三)。

进入高校的课程学习后，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自己以后的工作环境

和条件也有了大概猜想，再结合周围同学的职业选择，这就导致了年级越高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越

觉得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教师职业受人的尊敬度不高。 
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外在价值认同因子上差异显著，表现为良好 > 一

般 > 贫困 > 富足。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到师范生的入学动机，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更倾向于

成为公费师范生(吴晓玮，2019)，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说，教师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并不高，家庭富裕和贫

困的学生对此的感受会更为强烈，而家庭经济良好和一般的学生，在选择成为一名准教师的时候，可能

怀揣着更为强烈的教育理想，因为外在价值认同因子得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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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职业认同与心理弹性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平与职业认同及其三个维度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职业认同感就越高。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对其教师职业

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时代背景不断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各种新兴职业的产生，人类生产水平的提

高，生活质量的上升，都会直接影响公费师范生的心理变化。此时，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容易出现两

种心理倾向。一是职业选择的多样化，面对周围同学、朋友可以有诸多工作类型的选择，他们会认为自

己在此阶段没有办法去选择和寻找更适合自己，或者说自己更青睐的职业，心理弹性水平就会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到职业认同感随之下降。二是在就业竞争压力大、就业困难的背景下，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

能够得到分配的就业机会，得到稳定的教师工作，此时他们更加能接受自己的身份，从而形成更高的心

理弹性水平，对于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就会增加。所以，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一些相关措施，通

过提升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平，提高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心理弹性水平低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差，在大学求学期间，如果他们在学

习和生活上遇到挫折和困难，如专业学习困难，不喜欢本专业但有无法换专业，想违约但又面临巨额违

约金，或者看到其他同学朋友的选择比自己更好，而自己被定格在教师这个行业等情况，由于自我调节

能力不强，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相反，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就会积极

应对困难和挫折，从教师这个职业的角度，去挖掘自己的价值，发现教育教学的意义，从而把教师当作

自己的职业理想，职业认同感也更强。 

4.2. 建议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是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做出教师这一职业选择时年龄较小，对即将学习

的专业了解度不够，职业心态不成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小部分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学习和成

长过程中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一行业或不喜欢目前的专业，觉得专业难度大或自己不感兴趣，并明确表明

自己毕业后不愿意成为所学专业科目的教师，甚至不愿从事教师行业。而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在六年

的学习过程中，鲜少能更换专业，他们一旦中途退出或放弃，就面临违约赔偿。这也导致了部分六年制

公费定向师范生并没有认真完成学业，消极地度过六年学习时光，甚至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因此，

针对此情况，一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教师教育类课程，讲座等形式，增强他们的对教师这一

职业的了解，培养他们的教育情怀，提高他们的专业性和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一

系列措施，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定期开展心理讲座、活动等，设置导师制，增强对他们的学业

辅导和生活关注，引导他们积极主动调试心态，提高他们的心理弹性水平，提高他们面对周围环境变化

和自身成长中的困境的抗挫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5. 结论 

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心理弹性水平整体较高，而职业认同总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三个维度中内

在价值认同与外在价值认同较高，意志行为认同较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外

在价值认同感有显著差异，表现为贫困高于富足，一般高于富足，良好高于富足；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

生心理弹性在性别上有明显差别，男性心理弹性水平高于女性。六年制公费定向师范生的心理弹性水平

与职业认同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职业认同感越高。其中心理弹性水平对职业认

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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