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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deep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con-
structs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odel of college counselors’ career. On the basis of the psycho-
logical capital of optimism, hope, self-confidence, tenacity and so on, it combines the uniqueness of 
college counselors’ occupation.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ch as 
love, enterprising, responsibility and gratitude, it forms the optimal structure dimension of col-
leg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counselors’ pro-
fessi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cludes optimism, hope, self-confidence, love, tenacity, enterpris-
ing, responsibility, gratitud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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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分析、深度化的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对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模型进行了建构，在乐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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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坚韧等心理资本的基础上，结合高校辅导员职业的独特性，考虑该群体特有的职业心理资本如爱、

进取、责任、感恩，形成了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最优结构维度。研究结果表明，高校辅导员职业心

理资本包括乐观，希望，自信，爱，坚韧，进取，责任，感恩等8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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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18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应将教育事业放在优先

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将立德树人进行到底，提升教育素质，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应进一步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而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和高校管理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校园和谐稳定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新时代对教育者的要求也

随之提高，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普通高等

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等文件，将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整体

规划、统筹安排，才能不断提高该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尽管如此，高校辅导员队伍在发展与成

长中仍然面临困境与阻碍，如社会认可不足，自身定位依旧困惑；知识建构欠缺，知识渠道狭窄(覃吉春 
& 王静萍，2018)；这些都将直接导致辅导员队伍职业倦怠，获得感、幸福感较差。信息时代的到来，学

生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有所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多样化，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变得多元化，使辅

导员工作更具挑战性(王心彤 & 许扬，2018)，加上高校辅导员繁重的工作和高强度的负荷，其工作压力

也较大。有研究表明，高校专职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王平，2011)。国外研究发现

职业倦怠多发生于助人职业，其中教师以及辅导员就是助人职业的典型代表(Soden, 2001)。可以推测，高

校辅导员是职业倦怠的多发群体(杨红君 & 朱佳，2011)，职业倦怠将严重影响该群体的工作热情和身心健

康。因此，增强高校辅导员积极心理品质，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激发工作热情，提升心理资本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关于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研究不多，主要研究集中在辅导员管理工作、队伍建设、

职业发展等方面，而关于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建设偶有提及。通过对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结构研究，

将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结构理论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结合，探索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

资本的结构，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Abbas, Raja, Darr, & Bouckenooghe, 
2012)，发展心理资本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工作幸福感(袁殷红，2018)，在提升高校辅导员心理健

康水平的同时，更好地推动其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加大高校辅导员基本素质的培养，从而确保辅导员

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何定龙，2018)，拓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提高学校整体师资水平。 

2. 心理资本的结构 

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视角下，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核心心理能力，符合积极组织行为

学要求，能够通过针对性的开发和利用，最终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Lut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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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lio, Walumbwa, & Li, 2005)。最早由 Goldsmith 等人(1997)提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继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后第三大资本形态。他们认为心理资本主要由自尊和控制点两个因素组成，自尊又

包括价值观、善良、健康、外貌和社会能力 5 个方面，控制点又包括内控和外控 2 个方面。Luthans 等人

(2007)提出心理资本由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维度构成。心理资本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应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后又在四个维度的基础上提出只要是符合积极心理学与人本主义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要

素都应该纳入心理资本的结构维度，因此还可以考虑将创造力、智慧、幽默、真实性、感恩等纳入心理

资本构念的范畴。 
国内学者曹鸣岐(2006)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的结构维度包括希望、乐观、主观幸福感、情绪智力、

韧性、公民组织行为等六个方面。柯江林等人(2009)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对心理资本结构加以补充和

修正。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心理资本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分为事务型心理资本与人际型心理资本。

田喜洲等(2008)也认为心理资本不仅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坚韧四个维度，还应该包括积极能力、快乐、

情绪智力等结构维度。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是心理资本的子类别，有一些共同成分。但在不同职业与不

同群体的背景下，心理资本的结构也存在一定差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有其独特性。因此，基于前人

的研究，本研究将采用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界定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结构，以便能更加全面反

映高校辅导员的心理状态。 

3. 研究方法 

3.1. 访谈对象 

高校辅导员 6 人，男性 3 名，女性 3 名，年龄在 26~40 岁之间，教龄在 5~15 年之间，均曾获得校级

或省部级以上的优秀辅导员、辅导员年度人物、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2. 访谈提纲 

本研究欲探索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心理资本结构，因而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所形成相对自由的

谈话方式可以使被访者将其想法更加自由的表达，也使研究者能够全面、深入地收集相关信息。访谈研

究主要围绕高校辅导员职业中积极心理品质展开，并从这方面设计访谈提纲，为深入了解高校辅导员心

理资本结构与心理健康状态提供相关材料。具体如下： 
1) 请您根据自身经历状况叙述工作中成功的典型行为事件。 
2) 你认为作为辅导员在管理工作中应具有哪些品质或特征？ 
3) 你认为高校辅导员与高校专业课教师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品质或特征？ 
4) 根据当前现状，你认为作为辅导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心理品质或者能力？ 

3.3. 访谈过程 

本研究采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对 6 名高校辅导员进行深入访谈。经过统一培训指导且具有心理

学知识的两位访谈工作者，一位主要负责提出问题并记录谈话，另一位主要负责录音以及补充提问；访

谈问题具有半结构性，受访者的回答是开放式的。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 30~60 分钟左右。 

3.4. 访谈资料的整理 

全部访谈结束后，资料的初步整理是将录音逐句逐字进行转录，并将转录的文档保存。遵循受访者

的个人信息保密性原则，文字资料整理时将用符号代表不同受访者，如文中6名受访者的编号分别从A~F，
访谈者的编号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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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访谈资料的编码 

本研究将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程序进行访谈资料的编码(Glaser et al., 1968)。第一步，资料

的初始编码；保持中立的态度，详细阅读受访者的回答记录，将心理资本的有关语句转换为简单陈述语

句，并进行初步编码，而后对编码结果进行不断比较、修改，形成 176 个初始编码。第二步，资料的聚

焦编码；把出现最频繁的初始编码筛选出来，并将相近或相同的初始编码合并成一个种类，使得这些种

类内部同质、外部异质，形成 19 个聚焦编码。第三步，资料的轴心编码；分类、综合和组织大量的数据，

在聚焦编码之后排列整理，选择一个核心类属编码，最终形成 8 个核心编码。 

4. 研究结果 

4.1. 编码过程举例 

见表 1。 
 
Table 1. Sample coding process 
表 1. 编码过程样例 

资料摘录 初始编码 聚焦编码 核心编码 

作为一名辅导员，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负责任，你

不仅对自己负责人，还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B)，辅导员

的敢于担当是很重要的(D)，虽然我是中途接手这个班

级，但只要是我的学生，我就会对他们负责到底(E)。 

B 最重要的是负责 
D 敢于担当很重要 

E 坚持负责到底 
敢于担当责任 责任 

辅导员工作比较冗杂繁琐，但是整个过程以及最终目的

都是帮助学生成长(A)，通过我的言行举止，增强学生的

归属感与认同感(B)，有一次，我的学生出车祸住院，我

悉心照顾他一周，直到他恢复健康(F)，我们班同学过生

日的时候，我都会亲自为他弹吉他唱生日歌(E)。 

A 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B 有归属感与认同感 
F 悉心照顾我的学生 
E 为学生庆祝生日 

健康成长，归属

感，悉心照顾 爱 

我觉得目前我最需要提升的就是我的学历，然后我的职

称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B)，通过自我反思与自我调试，

我会竭尽所能变得更优秀(C)，我觉得最需要提升的就是

我的科研能力(D)。 

B 提升学历 
C 自我反思 
与自我调试 

D 提升科研能力 

提升学历和科研

能力，自我调试 进取 

4.2. 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结构 

根据访谈记录，通过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归纳总结出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八个特质：乐观，

希望，自信，爱，坚韧，进取，责任，感恩。 

4.2.1. 乐观 
从高校辅导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学生工作，以饱满的激情面对困难

与挫折。例如，有的辅导员提到：作为一名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肯定会有很多琐碎小事，甚至有时候

会出现职业倦怠，但是如果你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工作，或许会豁然开朗，若以积极乐观的角度

看待问题，可能会看得更加全面、更加长远(E)。还有的辅导员表明，辅导员应遇事乐观、内心开朗、积

极向上，才算得上一名合格的辅导员，辅导员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角色，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敢于直面

挫折，能正确的看待人与事，工作中应时常保持愉悦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精神抖擞地面对学生(A)。我

所认同的辅导员工作就是每一天都应开心快乐，应以灿烂的微笑面对同事与学生。与此同时，辅导员看

起来应该很有精气神，而不是面容憔悴、情绪抑郁，整天郁郁寡欢(F)。我所带的学生都是特殊学生，例

如存在听力障碍或者言语障碍，他们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缺陷，所以我会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他

们，我坚信他们也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不断进步，不断挑战自我(D)。细心的辅导员常常鼓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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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要开朗乐观，例如有一位辅导员就会多关注班上较为内向腼腆的学生。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总是情

绪低落，不爱参加班集体活动，通说数次谈心后，该学生对学习与生活充满斗志，敢于张显自己独特的

一面，整个人都洋溢青春的力量(B)。 

4.2.2. 希望 
辅导员作为教师的一员，最主要的职责即培育优秀的人才，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应着重强调

学生潜在能力的开发与应用，鼓励他们挑战自我。学生通过辅导员的循循善诱，对自己未来生活充满希

望与抱负。辅导员会从多方面去鼓励学生，例如：我觉得辅导员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原生家庭，由于我们

的学生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家庭，一小部分学生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但大多数同学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

好，因此他们自身的成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能会产生敏感、自卑等负面情绪，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多关心体贴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可造之材(B)。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我经常会鼓

励我的学生，让他们明白自己也可以像健听生一样棒，况且很多时候我们听障生会更加用心细致，换个

思路，这也是我们听障生的优势所在(D)。虽然我们学生的社会实践水平和科研能力并非出类拔萃，但是

我对他们有信心，我相信他们能够做的更好，而且他们在我的心中也是最优秀的(F)。 

4.2.3. 自信 
从访谈过程来看，辅导员都表示自信是处理好学生工作的重要特质。例如：我个人感觉良好，工作

中能够和学生打成一片，这点可以证明我的方法是有效的。即使和其他人相比，我依然觉得我的工作方

法有效(B)。辅导员应该具备较高的情商与智商，在学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有信心有能力

帮助学生度过难关，即使在某些时候不被学生所理解，但坚信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并有利于他们以后的工作和学习(C)。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辅导员应该有自信，而且这种自信是需要在

学生面前展现地淋漓尽致，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都应充满自信，这才是一个辅导员应有的风采(D)。还

有一位辅导员以自身为例，说道，我本身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因为我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独特的教学

风格以及不可抵挡的人格魅力。我认为，只有当你展现你的人格魅力之时，你才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只

有这样，别人才愿意接纳你(E)。 

4.2.4. 爱 
辅导员的关爱如春雨般默默滋润着学生的心，让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能够体会到校园的温暖与感动，

更好地开始大学生活。从以上访谈可以看出辅导员在学生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甚至还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例如：曾经有一个学生骑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他的脸被地上的玻璃

渣割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由于脸上的伤疤，他变得很自卑抑郁，情绪极不稳定，我经常看望他，

并给他进行心理疏导，教他如何缓解不良情绪，希望他能乐观开朗。其实辅导员在学生的生活当中有时

候扮演着父母的角色，尽其所能去关心爱护自己的学生，似乎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不愿看到他遭受任

何不幸(C)。我之前带了一个患有严重皮肤病的学生，这个病比较难治愈。大二的时候，我才接手他所在

的班级，渐渐地，通过很多方式最终我才走进他的内心，我们会经常进行对话访谈或者心理疏导，他也

开始慢慢学会接纳自我、认同自我。今年，即将毕业的他顺利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他的成功让我

感到很是欣慰(E)。我的学生出车祸了，他父母不在本地，因此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学生的身边。当时这

个学生伤况较为严重，必须住院接受治疗。所以就由我这个辅导员来照顾他，陪伴他。我替他办理好住

院手续，安排好他的衣食起居，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我还请求班上学习优异的同学为他补习功课，唯

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F)。我认为辅导员的爱心应该把握一个尺度，一定要赏罚分明，恩威

并施，正确引导学生，而不是一味的溺爱放纵(D)。辅导员的这份爱犹如避风港，为学生遮风挡雨，呵护

着学生稚嫩的心灵。在学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辅导员一定会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为学生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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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坚韧 
任何一份工作都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不屈的精神，冲破层层阻碍去完成任务。重情义、知感

恩、尚坚韧，这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美德的一座高峰，而辅导员需要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

道，工作中更需要这份坚韧。例如：可能在这大学四年里，我最大的成功就是从始至终都希望我的学生

不断向前，勇敢地追求自己心中的希望，每当有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一直陪伴在他，并帮助他去解

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虽然我的付出并非立竿见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经过大学四年的历练，我相信

我的学生将来会是一位优秀的人(C)。我的听障学生可能需要更多指导与反复的练习，最开始他们对任务

可能会产生排斥或者畏难情绪，有的时候也会强制性地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任务。最后，他们也能坚持下

来，而且做的还不错。我认为学生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困难，才能更好的成长，作为老师我也感到很开心

(D)。我觉得我带的这位特别的学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彼此都贵在坚持，我时常对他进行心理上

辅导与咨询以及指导他如何学习师范技能，另一点，他本身也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干劲和学习的毅力，只

有坚持拼尽全力做一件事才会有成就感(E)。我觉得在我陪伴他的过程中，值得肯定的是我的坚持，在这

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坚持照顾我的学生，让我能履行辅导员应尽的责任(F)。 

4.2.6. 进取 
很多辅导员都明确表示当前的自己不应安于现状，着眼于当下，必须有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实际的

行动。从各方面去完善自我，用知识与技能来武装自己，自己才能变得更加强大。每一个受访者都明确

表示自己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但大多数都是围绕提升学术能力和自我情绪调试方面而展开。例如，

我需要增强突发事件的预防、应对以及干预能力，更好地处理学生的负面情绪，还有自己的情绪调控也

很重要。尽可能减少负能量对我们的影响，否则的话，负面情绪堆积太多，易造成职业倦怠(A)。我们辅

导员应该学习如何去调试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及怎样应对巨大的工作压力(E)。我现在最需要提高的

是个人学历，其他方面都还好，因为我是研究生毕业，学位是硕士，到学校工作之后，我发现我的学历

在同事当中是比较低，而且我在科研能力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待提高；另外还需要提升的就是

我的职称，因为我现在是讲师，争取评上副教授、教授等职称(B)。我认为现在自身最需要增强的是我的

耐心，有时候我处理问题方式可能会有点过激，脾气稍微有点暴躁，我觉得或许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

待久了，有时会缺乏理性的自我反思，以及自我调试的有效方法。目前，我想在这个岗位上不断提高，

日积月累，学会动心忍性，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胜任辅导员工作(C)。我现在最需要加强的就是我的科

研能力，在平常的工作当中，繁琐的行政工作常常消耗我大量的时间，相对而言，科研学习的时间就会

比较少一点(D)。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教师的一份子，从事科研是做好本职工作的要求，科研能力的提升

有力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也是辅导员队伍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积极有

效提升辅导员的科研能力已成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必然趋势。 

4.2.7. 责任 
通过访谈辅导员，可以发现辅导员面对学生工作的时候都非常强调责任的重要性，时刻牢记自己肩

上的重担。例如：只要我工作负责任，同学们都会认同并肯定我的工作成果，责任心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B)。辅导员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责任感和责任心，因为我做的是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通过思想上

的引导，走进学生的内心，融入学生群体当中，才能真正和学生交流谈心，亦师亦友，学生才会敞开心

扉地信任你，更好更快地促进学生的发展(D)。辅导员的责任心是很重要的，学生的大小事情都需要辅导

员解决，这种责任是无法逃避的，而是竭尽所能帮助同学解决这个事情。但这个帮助并不是说你直截了

当地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为他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D)。学生和辅导员的联系最密切，很多事情都需要辅

导员来解决，所以说辅导员应该有更多的爱心、耐心、责任心。相对来说，辅导员常常面对两三百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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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三心就会更加突出一点(E)。身为学生的辅导员，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照顾他，鼓励他，帮助他

(F)。 

4.2.8. 感恩 
只有心怀感恩，才能真正从生活与工作中得到成长。有辅导员表示，对于现在的工作，我感到很满

意，因为我从小就渴望长大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师，所以当我真正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时，我简直就是一

位幸运儿(A)。最后一点就是，时常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因为可能辅导员所带的学生形形色色，学生性格

以及专业有所不同，而且，大学四年一过，老生毕业，那么就会迎来下一届新生。我觉得不仅仅是辅导

员让学生在这大学四年里成长了很多，而且学生也会让辅导员有所收获，辅导员处理事情可能会考虑的

更加周到(C)。我会竭尽所能去答谢对我好、真心实意帮助过我的人，因为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够顺利地

走到今天，而且我很感激现在的工作以及工作氛围，当我的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的领导和同事都会

鼓励我、理解我、帮助我，我真的十分感谢(D)。 

5. 讨论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分析发现，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由乐观，希望，自信，爱，坚韧，进取，

责任，感恩等 8 个因子组成。 
前人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包含 4 方面，即自信、希望、乐观、韧性，后又补充创造力、智慧、幽默、

真实性、感恩之心等维度，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的结构，发现乐观、希望、

自信、爱、坚韧、进取、责任、感恩等维度。其中，已有研究证明乐观、希望、自信、坚韧等因素有利

于促进员工的工作效率。Carr (2004)发现当员工处于乐观的积极情绪时，更加能在工作中展现自身的活力

和创造力，从而在工作中表现的更加出色，辅导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学生以及同事，更有利于维护

彼此的关系，积极的情绪会带来工作上积极的行为，而积极行为也会产生积极情绪，长期以往辅导员的

工作就是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Larson 等人(2006)研究表明组织中拥有高希望水平的员工常常会树立明确

的奋斗目标，并且会克服困难将其实现，因此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为人师表应向学生传达正确的观念，

若辅导员是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教师，那么，他的言行举止，随时随地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朝气蓬勃的学生对未来的自己充满希望，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自信是一个人精神面貌的最

佳状态，若辅导员对自己和学生都充满自信，很多困难挫折都会迎刃而解，则能以饱满的激情和十足的

信心面对自己的学生与工作，毫无疑问，自信在积极心理品质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积极心理品质又

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仲理峰(2007)通过对 198 名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员工的韧性水平

普遍较高，并且韧性水平同工作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可见坚韧也是职业心理资本的必要因素。辅导员

是一名人民教师，心中充满爱与感恩的教师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心中有爱才会感到幸福，才能对学生

付出真心，如果师生之间缺乏认同和接纳，就会产生不信任和不真实，导致师生关系的疏远。此外，感

恩是人际交往中所必须具备的心理能力，在交往过程中，个体能更好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

个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历来讲究尊师重道，还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可见，辅导

员的主要工作则是育人，感恩较强的人在工作投入度上也会增加(曾海洋，李中斌，& 马俊，2016)，因

此，身上也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学生终身受益。特别是面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学

生，辅导员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让学生能够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 
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研究既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如责任、进取两个维度。高校辅导员的职

业内容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的行政工作的处理，另一方面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高校辅导员作为

一支特殊的群体，其职业心理资本较其他群体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高校辅导员主要承担着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管理，工作内容是多方面的，也就是说，辅导员们在处理学生工作的时候应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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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细致，更加有责任心；因此辅导员要将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优化明确，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针对性和有效性(张国启，2018)。另一方面，高校辅导员如今在工作中的地位相

对比较尴尬，工作负荷却较大，但自身的科研水平有限，因此，工作晋升方面也会有所阻碍，他们都渴

望自己能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和时间，使自己能够更加强大。 

6.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资本包括乐观，希望，自信，爱，坚韧，进取，责任，感恩等

8 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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