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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self-efficacy, resilience, hope, optim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udents is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cognition, attitude, behavior and 
effects. Then we made a study on 240 students of arts and science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
nology usi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The study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e in the middle level.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students' major, achievement, voluntary choice 
of major, cognition of learning condition and other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les of whether students hold the position of students, grades, learning 
conditions of their major and so 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
it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way of action is self-efficacy and optimism. Through positive 
attrib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optimism and education guidance, th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will be influenced sub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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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切入研究对大学生专业认同的影响作用，将心理资本分为四个维度：自我效能、

韧性、希望、乐观，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分为四个维度：认知、态度、行为和效果。运用《心理资本量表》

和《专业认同量表》对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文理科共240名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和

专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专业认同在学生的专业、成绩、所学专业志愿选择、本专业学习条件认知

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资本在学生是否担任学生职务、成绩、本专业学习条件认知等变量上存在

显著差异。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存在显著性相关，是通过自我效能因子和乐观因子发生作用的。通过积

极归因、开发乐观心态和教育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理素质和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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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

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面对大学生在专业认同方面的想法和问题，采取科学的方式去引导、

运用“人”自身的心理能力是一种新的途径。本研究立足于大学生专业自主学习的现状，关注大学生对

所学专业的接纳认可状况，引入心理资本这一变量，开展本土化研究。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和

专业认同现状调查以及关系疏理，为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提供对策，有效地对大学生心理和职业

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期与判断。 
2004 年，Luthans 等人提出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将心理资本定义为：具有积极性的个体所拥有的核

心心理要素，是一种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Luthans 等人(2005)的心理资本与组织绩效关系

的研究中认为心理资本可以为组织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赵丽华、张再生(2011)的心理资本与工作嵌入、

离职倾向的研究提出心理资本对工作嵌入、离职倾向都起到了显著性作用。王哲(2010)通过实证分析提出，

员工的心理资本及各因子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员工的整体心理资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显著高于其各因子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中认为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含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四个方面：1) 自我效能：面对挑战时有

信心并付出努力去取得成功；2) 韧性：身处逆境时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3) 希望：对目标锲而不舍、

灵活应变；4) 乐观：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做积极的归因。 
安芹、贾晓明(2006)认为，对所学专业的态度、就业态度、是否感受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方面的

和谐统一称为专业认同。王顶明、刘永存(2007)将专业认同视为一个与学习过程相伴随的动态过程，具体

表现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李轩(2008)在其研究中表明，心理资本与组织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窦海

燕(2011)通过对管理者心理资本和员工组织认同的相关及回归分析，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林铮铮

(2014)发现流动儿童心理资本与社会身份认同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心理资本水平能正向预测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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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本研究中，取用专业认同的四个维度：1) 认知：对专业的了解或认知，2) 态度：对专业的态度和

情感，3) 行为：由其引起的学习行为，4) 效果：产生的良好的专业学习的效果。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的被试为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地球科学学院地质

学方向的 2014 级-2016 级学生。共发放问卷 310 份，最后回收问卷 302 份。考虑到人数差异与现实状况，

每个年级随机挑选 40 名学生作为被试，共随机挑选 240 名被试。 

2.2. 研究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量表 
大学生心理资本问卷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张阔等，2010)，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

4 个因子。其中自我效能因子包括第 1,3,5,7,9,11,13 题；韧性因子包括第 2,4,6,8,10,12,14 题；希望因子包

括第 15,17,19,21,23,25 题；乐观因子包括第 16,18,20,22,24,26 题；第 8,10,12,14,25 题为反向计分题。量表

采用李克特氏量表填答，每个题向的数据有五个水平：1,2,3,4,5。 

2.2.2.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是在秦攀博(2009)编制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的基础上修订的。问卷采用 5

点计分，共包括 23 道题项，四个维度：认知、态度、行为、效果。第 1~5 题为认知性认同，表示对专业

基本情况的了解；第 6~13 题为态度性认同，指对专业的情感态度，第 14~19 题为行为性认同，是对所学

专业的行为表现。第 20~23 题为效果性认同，指本人与专业的匹配程度。 

2.3. 研究内容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角度，探讨成都理工大学本科生的专业认同与心理资本的群体性特征；运用统计

学方法探究专业认同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并进一步探讨相关教育对策。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被试的基本情况统计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 (N = 240)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统计表(N = 240) 

变量 属性 N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119 49.6% 

 女 121 50.4% 

独生子女 是独生子女 104 43.3% 

 非独生子女 136 56.7% 

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 120 50% 

 地质学 120 50% 

年级 大一 8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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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大二 80 33.3% 

 大三 79 32.9% 

学生职务 学生干部 84 35.1% 

 非学生干部 155 64.9% 

志愿选择 自主选择 130 54.2% 

 父母和他人意愿 20 8.3% 

 调剂 90 37.5% 

专业前景(就业) 热门专业 13 5.4% 

 一般专业 109 45.6% 

 冷门专业 117 49% 

本专业学习条件 较好 92 38.3% 

 一般 128 53.3% 

 较差 20 8.3% 

成绩水平 较好 52 21.7% 

 一般 148 61.7% 

 较差 40 16.7% 

家庭所在地 农村 123 51.5% 

 非农业的镇 31 13% 

 县城或县级市 38 15.9% 

 县级以上城市 47 19.7% 

 
总体可知(见表 2)，专业认同均分为 3.33，均分大于 3 的人占 74.3%，总体属中等偏上水平。心理资

本水平中等偏上，总体情况及其各因子显示所测样本的各项指标均大于 3，其中总体均值为 3.449。 
 
Table 2. Scor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2. 专业认同和心理资本的得分情况 

变量 M ± SD 变量 M ± SD 

认知性 3.659 ± 0.652 自我效能 3.271 ± 0.597 

态度性 3.224 ± 0.793 韧性 3.335 ± 0.590 

行为性 3.301 ± 0.747 希望 3.569 ± 0.644 

效果性 3.079 ± 0.924 乐观 3.597 ± 0.603 

专业认同 3.335 ± 0.658 心理资本 3.449 ± 0.498 

3.2. 专业认同和心理资本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3.2.1. 专业认同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4)显示专业认同在专业、志愿选择、专业学习条件、成绩上具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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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major of study 
表 3. 专业认同在就读专业上的差异 

 M ± SD (思想政治教育) M ± SD (地质学) T 

认知性 3.523 ± 0.622 3.800 ± 0.656 −3.286*** 

态度性 3.143 ± 0.764 3.306 ± 0.817 −1.572 

行为性 3.274 ± 0.732 3.329 ± 0.764 −0.561 

效果性 3.090 ± 0.866 3.067 ± 0.980 0.193 

专业认同 3.250 ± 0.635 3.422 ± 0.673 −1.927 

注：p < 0.05，达到显著水平，其中* p < 0.05，** p < 0.01，***p < 0.001，下同。 
 

文理科专业(表 3)的学生在认知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志愿选择来源不同(表 4)的学生在专业认同及各

因子上有显著不同，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认同(F = 8.731, p < 0.001)上具有显著差异，自主选择专

业的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个选择来源学生的得分，具体表现在认知因子、态度因子和行为因子上。

不同专业学习条件下(表 4)的大学生在专业认同(F = 9.146, p < 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认知因

子、态度因子和效果因子上。认为本校本专业学习条件较好的学生的专业认同得分显著高于认为本校本

专业学习条件一般的学生的得分，认为本校本专业学习条件一般的同学的专业认同的得分显著高于认为

本校本专业学习条件较差的同学。成绩(表 4)在所在班级中的相对水平会显著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F = 
5.686, p < 0.01)，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成绩中等或相对较好学生，具体表现在行为因子和

效果因子中。 
 
Table 4. Differenc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grade, voluntary choic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achievement 
表 4. 专业认同在志愿选择、专业学习条件、成绩上的差异 

 
志愿选择来源 本专业的学习条件 成绩 

M ± SD F M ± SD F M ± SD F 

认知性 

3.808 ± 0.618 

8.282*** 

3.890 ± 0.552 

10.779*** 

3.812 ± 0.650 

1.795 3.326 ± 0.608 3.553 ± 0.649 3.627 ± 0.639 

3.517 ± 0.658 3.310 ± 0.775 3.585 ± 0.690 

态度性 

3.412 ± 0.757 

9.723*** 

3.433 ± 0.769 

8.993*** 

3.390 ± 0.856 

2.160 2.738 ± 0.753 3.161 ± 0.739 3.213 ± 0.749 

3.065 ± 0.779 2.669 ± 0.926 3.045 ± 0.840 

行为性 

3.433 ± 0.713 

4.344* 

3.405 ± 0.757 

2.589 

3.653 ± 0.623 

14.267*** 3.083 ± 0.694 3.270 ± 0.704 3.302 ± 0.710 

3.167 ± 0.776 3.000 ± 0.891 2.847 ± 0.793 

效果性 

3.196 ± 0.900 

3.038* 

3.203 ± 0.952 

4.912** 

3.356 ± 0.900 

4.947** 2.710 ± 0.933 3.080 ± 0.859 3.068 ± 0.910 

2.986 ± 0.936 2.500 ± 1.003 2.757 ± 0.915 

专业认同 

3.496 ± 0.612 

8.731*** 

3.517 ± 0.620 

9.146*** 

3.548 ± 0.685 

5.686** 2.995 ± 0.644 3.287 ± 0.625 3.332 ± 0.624 

3.178 ± 0.668 2.865 ± 0.738 3.070 ± 0.660 

注：志愿选择来源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自主选择、父母和他人意见、调剂专业，本校本专业的学习条件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较好、一般、

较差，成绩在班级中的水平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较好、中等、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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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心理资本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性检验，发现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及各因子在是否学生干部、本专业学

习条件、成绩上在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 5、表 6)。 
 
Table 5.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student cadres 
表 5. 心理资本在是否学生干部上的差异 

 M ± SD (学生干部) M ± SD (非学生干部) T 

自我效能 3.382 ± 0.582 3.213 ± 0.599 2.063* 

韧性 3.377 ± 0.595 3.312 ± 0.587 0.803 

希望 3.627 ± 0.683 3.537 ± 0.624 1.000 

乐观 3.692 ± 0.620 3.549 ± 0.590 1.704 

心理资本 3.529 ± 0.515 3.405 ± 0.487 1.719 

 
学生职务(表 5)在心理资本、韧性因子、希望因子、乐观因子等上无显著差异，在自我效能因子上具

有显著差异。本校本专业的学习条件认知不同(表 6)的学生在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上均有显著差异(F = 
4.850, p < 0.01)，主要表现在韧性因子和希望因子上。成绩在所在班级的相对水平不同(表 6)的学生的心

理资本在希望因子(F = 3.864, p < 0.05)和乐观因子(F = 3.523, p < 0.05)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成绩在所在班

级中相对较好的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成绩在所在班级中成绩一般的学生，但对成绩在所在班级中相对较

差的学生没有显著影响。 
 
Table 6. Differences of academic capital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achievements 
表 6. 心理资本在专业学习条件、成绩上的差异 

 
本校本专业的学习条件 成绩 

M ± SD F M ± SD F 

自我效能 

3.384 ± 0.503 

2.962 

3.423 ± 0.465 

2.201 3.214 ± 0.602 3.219 ± 0.597 

3.107 ± 0.852 3.271 ± 0.716 

韧性 

3.425 ± 0.622 

5.209﹡﹡ 

3.426 ± 0.540 

.787 3.327 ± 0.522 3.319 ± 0.534 

2.955 ± 0.716 3.282 ± 0.820 

希望 

3.659 ± 0.603 

3.964﹡ 

3.795 ± 0.564 

3.864﹡ 3.561 ± 0.615 3.505 ± 0.612 

3.217 ± 0.870 3.522 ± 0.792 

乐观 

3.705 ± 0.572 

2.816 

3.792 ± 0.499 

3.523﹡ 3.548 ± 0.588 3.555 ± 0.583 

3.398 ± 0.772 3.496 ± 0.745 

心理资本 

3.548 ± 0.446 

4.850﹡﹡ 

3.598 ± 0.439 

2.561 3.419 ± 0.464 3.405 ± 0.450 

3.169 ± 0.762 3.422 ± 0.689 

注：本校本专业的学习条件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较好、一般、较差，成绩在班级中的水平由上至下依次排序为较好、中等、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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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学生专业认同与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与专业认同及其各因子的相关程度进行

了双变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7。研究数据表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专业认同及其各因子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 
 
Table 7.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7. 大学生专业认同与心理资本的相关性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专业认同 1          

认知性 0.746** 1         

态度性 0.901** 0.569** 1        

行为性 0.848** 0.521** 0.662** 1       

效果性 0.810** 0.491** 0.633** 0.618** 1      

自我效能 0.351** 0.340** 0.274** 0.267** 0.295** 1     

韧性 0.296** 0.205** 0.245** 0.216** 0.253** 0.475** 1    

希望 0.391** 0.281** 0.319** 0.361** 0.313** 0.542** 0.443** 1   

乐观 0.478** 0.392** 0.386** 0.427** 0.351** 0.614** 0.456** 0.669** 1  

心理资本 0.499** 0.397** 0.406** 0.417** 0.399** 0.824** 0.756** 0.828** 0.845** 1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4. 大学生专业认同与心理资本的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专业认同的总体水平以及认知因子、态度因子、行为因子和效果因子为因变量，以代表学

生心理资本水平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因子、韧性因子、希望因子和乐观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8。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心理资本各因子对专业认同及各因子的影响效果显著，心理资

本的自我效能、乐观因子对专业认同及其各因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乐观因子与行为因子间的回归性最

高，心理资本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是通过自我效能因子和乐观因子发生作用的。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factor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8. 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对专业认同及其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专业认同总体 认知性 态度性 行为性 效果性 

T Beta T Beta T Beta T Beta T Beta 

自我效能 0.153 0.143 0.260 0.234 0.146 0.112 0.063 0.051 0.288 0.183 

韧性 0.137 0.130 0.012 0.011 0.183 0.142 0.059 0.048 0.194 0.125 

希望 −0.011 −0.011 −0.046 −0.046 −0.042 −0.035 0.060 0.053 0.036 0.025 

乐观 0.359 0.343 0.296 0.277 0.351 0.280 0.415 0.347 0.233 0.156 

R 方 0.271 0.191 0.181 0.200 0.165 

调整 R 方 0.255 0.175 0.165 0.184 0.148 

F 17.277*** 11.626*** 10.969*** 12.372*** 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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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能够较好地认识和了解本专业的信息，良好

的专业认知又有助于促进态度转换和行为结果。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认知因子上有显著差异，地质学作为

理工学校的王牌专业，能较好地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成绩在所在班级中的相对水平会显著影响学生

的专业认同，具体表现在行为因子和效果因子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其专业认同程度更好，是一种相互的

关系。志愿选择来源不同的学生在专业认同及各因子上有显著不同，具体表现在认知因子、态度因子和

行为因子上，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能主动了解本专业，对学习更有动力和热情。不同专业学习条件下的

大学生在专业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认知因子、态度因子和效果因子上，所学专业能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后，学生的专业认同也会随之提升。 
大学生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生是否担任学生职务在自我效能因子上具有显著差异，担任

学生职务的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学习之外的事情，在处理学生事务时能够迎难而上，并能通过学

生事务锻炼自我。成绩在所在班级的相对水平不同的学生在希望因子和乐观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成

绩相对较好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心理资源来支持学习，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循环。对本校本专业的学习条

件认知不同的学生在心理资本上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韧性因子和希望因子上。 
相关分析中，大学生专业认同及其各因子与心理资本及其各因子均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吴伟炯

等(2012)认为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动机激发过程引发学生对于专业学习的热情，加大对专业学习的投入。由

此推论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专业认同程度也会越高。回归分析中，以大学生心理资本为自变

量，专业认同为因变量，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对专业认同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其专业认同水平也就越高，并且心理资本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是通过自我效能因子和乐观因子发生作用的。 

4.2. 对策探讨 

研究数据显示：心理资本对专业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解释专业认同 24.9%的变异量。在心理

资本各因子中，自我效能因子和乐观因子在预测专业认同时在回归方程中达到显著水平，可解释专业认

同 25.5%的变异量。其中，乐观因子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认知因子 27.7%的变化是受乐观因子的影响；

态度因子 28.0%的变化是受乐观因子的影响，行为因子 34.7%的变化是受乐观因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

只探讨培养大学生乐观的方式来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 
乐观因子是对现在和未来的成功做积极归因，表明学生在学习和发展过程中，乐观面对事物，能较

好地对专业学习中发生的事情进行积极归因。因此对于提升大学生的乐观方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合理归因。韦纳等人的归因理论认为，归因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学生态度的判断。积极的

归因方式能帮助大学生形成乐观态度，特别是把成功的原因归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成

功的期望和行为动机，并产生积极的、向上的、正向的情绪体验，乐观水平也就越高。因此，在思想政

治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大学生进行积极的、合理的、正向的归因，帮助大学生将自己的成功归结

于个体自身的努力、能力或者应变策略的运用，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乐观水平。 
第二，开发乐观心态。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督促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开发大学生的人力资本。

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引导大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优势和闪光点，同时大学生也要正确认识压

力和困境的作用，适度的压力和挑战可以促进大学生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进而使大学生得到更加全

面的发展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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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视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面对着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信息困扰，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心理压力

和不安感。乐观作为后天的生活态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挖掘和培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通过开设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课程和讲座，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技巧的传授，提

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自我调节能力，培养乐观品质和心理素质。此外，通过课堂教学渗透、观看

视频、专题讨论等团体活动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乐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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