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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的影响及其教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使用校外导师指行为问卷(EAMQ)、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问卷(PPQMMHE)和心

理健康教育硕士胜任力问卷(CQMMHE)对74名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指行为、实

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进行了评估。结果：1)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在性别、学校类

别、就职经历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年龄、实习时长的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P > 
0.05)。2) 校外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r = 0.23~0.70，P < 0.05)。
3)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适配合理，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实习

绩效的总效应为0.68 (P < 0.01)，中介间效应为0.59 (总效应的87%，P < 0.01)。结论：性别、学校类别、

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没有影响；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主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对他们的实习绩效产生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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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on job performance of prac-
tice in postgraduat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er competency. 
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
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in 74 postgraduat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ere 
surveyed with the Extramural Advisor’s Mentoring Questionnaire (EAMQ), the Practice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 of Postgraduat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PQPMHE) and the Competency Ques-
tionnaire for Postgraduat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QPMHE). Results: 1) Mentoring of extra-
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gender, school typ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P > 0.05), and were no significant related with age and 
duration of practice (P > 0.05).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were significant (r = 0.23~0.70, P < 0.05). 3) 
The model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er competency between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and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was reasonable. The total effect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
sor was 0.68 (P < 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59 (87% of the total effect, P < 0.01). Con-
clusion: Demographic factors such as gender, school type, employment experience, age and duration 
of practice have no effect on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impacts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main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er competency in postgraduat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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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开办本质是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需求与心理健康教育自身发展相结合的

产物，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培养必然要充分满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教育教学

实践能力的要求。而教育实习是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教育教学实践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1]，
而衡量教育实习效果的重要指标是实习绩效，即实习期间的工作绩效[2]。因此，教育实习绩效可以定义

为实习研究生以自身生理、心理特征、个人能力为基础，将规范的教育教学行为作为手段，所产生的教

育教学效果。 
在教育实习期间，不同于校内导师以学术研究为侧重点的指导行为，校外导师指导是依托于实习所

在的学校环境(职场环境)的指导行为[3]。在实习期间，校外导师利用自己丰富经验、资源和娴熟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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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对缺乏经验但有发展潜质的研究生提供的支持，是影响实习绩效的重要外部因素[4]。基于 Lankau
和 Scandura 师徒关系的社会学习理论[5]，在校外导师和实习生的关系中，就是学生感受到来自校外导师

的指导，向导师学习，不断地观察和模仿，可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体现出导师指导行为有效性的

过程。既往研究发现，胜任力是影响工作绩效的重要内部因素或内在的心理资源[6]。Liu 等人认为，胜

任力之所以能够影响工作绩效，能区分工作绩效的优劣，在于胜任力是基于工作情境的能够产生高效率

或高绩效所必需的个人潜在特征[6]。基于社会认知理论，Byrne 等人和 Pan 等人认为，校外导师指导行

为以实习生的职业胜任力为中介，对实习生的工作绩效起到正向影响[3] [7]。但这一理论迄今仅在企业领

域得以研究和验证，能否适用于教育领域尚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 
纵观既往研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教育硕士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及其三者关系的

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教师胜任力、校外导

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力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推动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理论发展，同时，充分响应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对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的需求。这有助于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培养更具实践性，有利于优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

选拔机制，也可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硕士更好地规划职业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网络调查方式，自 2020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募集了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在读研究生 76 名。

最终有效被试 74 名，有效率 97%。被试年龄 26.24 ± 2.05 岁(22~33 岁)。男生 34 名，女生 40 名；双一流

高校生 22 名，非双一流高校生 52 名；有就职经历者 26 名，无就职经历者 48 名。校外实习时长 3.55 ± 1.43
月(2~12 月)。 

2.2. 方法 

2.2.1. 评估工具 
校外导师指行为问卷(Extramural Advisor’s Mentoring Questionnaire, EAMQ)。本问卷基于 Noe 的两

维度理论[8]，在杨英的导师指导行为量表[9]基础上修订而成，共 17 个条目，包含专业支持和心理支

持两个分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因素进行

测量。EAMQ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0，专业支持、心理支持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87、
0.81。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胜任力问卷(Competency Questionnaire for Postgradua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QPMHE)。本问卷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徐建平编制的《教师胜任力测验》[10]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该问卷共 50 个项目，包含个人特质、关注学生、专业素质、人际沟通、建立关系、信息搜集、

尊重他人、理解他人、职业偏好、测谎等 10 个分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 非常不符合，5 = 非
常符合)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知识、能力、价值观等因素进行评估。本问卷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91，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在 0.76~0.83 之间。 
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实习绩效问卷(Practice Performance Questionnaire of Postgradua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PQPMHE)。本问卷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强麟的《工作绩效问卷》[11]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该问卷共 20 个项目，包含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两个分量表。采用李

克特 7 点计分法(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的实习绩效进行评估。本问卷总量

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6，两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都为 0.8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4158


刘衔华 等 
 

 

DOI: 10.12677/ces.2021.94158 962 创新教育研究 
 

2.2.2.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5.0 和 AMOS24.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结构方程对数

据进行分析，人口差异采用 t 检验，α < 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问卷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共有 23 个因子

特征根大于 1，第一公因子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3.28%，低于临界值 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 

3.2.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评估、教师胜任力的基本情况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的基本情况见表 1。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被

试在 3 个量表上的得分的性别差异、是否双一流的差异、是否有就职经历的差异都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与年龄(r = −0.05~0.17，P > 0.05)、实习时长(r = 
−0.06~0.19，P > 0.05)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

胜任力评估的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中，这些人口学变量无需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ssessment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n = 74) 
表 1.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评估结果的描述统计分析(n = 74) 

 教师胜任力  导师指导行为  实习绩效 

 个人 
特质 

关注 
学生 

专业 
素质 

人际 
沟通 

建立 
关系 

信息 
搜集 

尊重 
他人 

理解 
他人 

职业 
偏好 

 
 

心理 
支持 

专业 
支持 

 
 

任务 
绩效 

情境 
绩效 

最小值 2.67 3.00 2.40 3.00 2.00 2.75 2.00 1.67 2.33 1.00 1.00 3.00 3.93 

最大值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7.00 6.55 

χ  3.70 4.19 4.02 4.14 3.66 3.95 3.99 3.87 3.94 3.52 3.51 5.09 5.38 

SD 0.44 0.42 0.47 0.38 0.62 0.43 0.62 0.71 0.63 0.62 0.61 0.88 0.60 

3.3.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之间的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校外指导行为的专业支持分量表与教师胜任力的关注学生分量表的

相关系数不显著外(r = 0.13，P > 0.05)，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三者其余分量表之间

的相关系数都显著(r = 0.23~0.70，P < 0.05)。见表 2。 

3.4.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分析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结构方

程的 IFI = 0.910、CFI = 0.905、GFI = 0.836、RMR = 0.024，表明结构方程适配合理。校外导师指导行为

对实习绩效的总效应为 0.68 (P < 0.01)、直接效应为 0.09 (总效应的 13%，P < 0.05)；对教师胜任力的直

接效应为 0.65 (P < 0.01)；对实习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59 (总效应的 87%，P < 0.01)，表明教师胜任力起

部分中介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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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and teacher competency (r) 
表 2.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教师胜任力的相关矩阵(r) 

 教师胜任力  导师指导行为  实习绩效 

 个人 
特质 

关注 
学生 

专业 
素质 

人际 
沟通 

建立 
关系 

信息 
搜集 

尊重 
他人 

理解 
他人 

职业 
偏好 

 
 

心理 
支持 

专业 
支持 

 
 

任务 
绩效 

情境 
绩效 

个人特质 1             

关注学生 0.36** 1            

专业素质 0.59** 0.52** 1           

人际沟通 0.53** 0.78** 0.72** 1          

建立关系 0.52** 0.28* 0.48** 0.49** 1         

信息搜集 0.46** 0.45** 0.66** 0.58** 0.47** 1        

尊重他人 0.39** 0.53** 0.47** 0.43** 0.30** 0.50** 1       

理解他人 0.45** 0.36** 0.54** 0.45** 0.33** 0.33** 0.39** 1      

职业偏好 0.45** 0.42** 0.37** 0.33** 0.25* 0.37** 0.42** 0.59** 1     

心理支持 0.48** 0.30** 0.33** 0.27* 0.26* 0.34** 0.47** 0.55** 0.70** 1    

专业支持 0.42** 0.13 0.25* 0.23* 0.31** 0.25* 0.24* 0.47** 0.46** 0.76** 1   

任务绩效 0.58** 0.27* 0.51** 0.43** 0.36** 0.42** 0.46** 0.49** 0.40** 0.37** 0.34** 1  

情境绩效 0.37** 0.53** 0.39** 0.49** 0.32** 0.36** 0.48** 0.58** 0.55** 0.54** 0.41** 0.48** 1 

 

 
Figure 1. The model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cher competency between mentoring of extramural 
advisor and job performance of practice 
图 1. 教师胜任力在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首先探讨了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在人口学

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是否双一流高校生、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

对教师胜任力、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和实习绩效都没有影响，这和既往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6] [12]。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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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玲莉的对工程硕士研究发现，性别和实习时长对实习绩效有明显影响，而学校类型(985/211 或非

985/211)并没有对校外导师指导行为、胜任力、实习绩效产生显著影响[13]。可能的原因在于，心理健康

教育硕士在校学习期和实习期都比较短，这些人口学因素的潜在影响尚未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能

因为样本量较小的缘故，未能充分体现出群体的特征。因本研究是首次探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

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在人口学方面的特征，基于前述局限，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 
本研究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

生的实习绩效，而且影响他们的教师胜任力，并通过教师胜任力间接影响实习绩效。校外导师在实习期

间给予实习研究生的专业支持和心理支持越多，研究生的实习绩效就越好，不仅体现在工作绩效方面，

也体现在情境绩效(如人际促进、工作奉献)方面，就是说，由于得到了来自校外导师的专业和心理两方面

的帮助和支持，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效果提高了，而且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敬业爱岗与主动奉献方面也

会有明显的提升。校外导师对实习绩效的影响，在既往同类研究中也多有发现，例如，Bozionelos 发现，

剔除初始职级的影响，指导行为可以显著预测客观的职业进步[14]；Allen 等人发现，客观绩效指标与职

业类型的指导行为更相关，而角色榜样等心理类型的指导行为与满意感等主观绩效更相关[15]。 
本研究也发现，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随着校外导师指导行为水平的提升而提高，

说明校外导师的指导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实习效果，而且通过指导，可以提高研究生的职业胜任

力，这是对研究生未来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专业素养。具体来说，得到校外导师更

多积极的心理支持和专业支持的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首先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专业素养、教师

人际往来、学校氛围的理解更为深入，更容易产生正向反馈。接受到悉心专业指导的实习研究生，对心

理健康教育教学接触得较多，会有更多学习、创新的热情和机会，教育教学能力也提升得较快。其次，

更多的指导意味着更多的交流互动，从而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关系。校外导师指

导涉及到对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的介绍和经验的分享，积极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传播，有助于实习研究生

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业认同感，认识到提升职业道德和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为导向的重要性。因此，

通过校外导师的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师胜任力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提升。本研究进一步验

证了既往研究结果[16] [17] [18]。 
而且，从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来看，校外导师指导行为对研究生的实习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而

通过教师胜任力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占主要作用的。对于校外导师指导行为而言，心理支持的作用比专

业支持的作用更大，心理支持比专业支持更有利于促进能力和工作绩效的提升[7]。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

任力对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 [19]。因此，结果提示，

在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期间，校外导师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他们的教师胜任力培养上，而不是简单或

直接的关注他们的实习绩效。 
综上，本研究没有发现性别、学校类别、是否有就职经历、年龄、实习时长等人口学因素对校外导

师指导行为、实习绩效和教师胜任力的影响；校外导师指导行为主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硕士研究生的教

师胜任力的中介作用对他们的实习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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