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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寻找激励高校青年教师的有效方法已成为高校管理者与研究者的关注热点。职业使命感作为人们对于工

作意义的强烈体验感，是高校青年教师存在的发展与成就需要。本文关注高校青年教师主动参与工作设

计的工作重塑行为对其职工使命感的影响，并对其可能的中介机制(工作控制感、工作意义、积极情绪)
与调节机制(重要他人、组织氛围、社会声望)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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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arch for effective methods to motivate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interest for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researchers. Career calling, as a strong experiential 
feeling of meaning in work, is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proactive job crafting behavior, in which young 
university teacher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of their work, on their sense of career c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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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so explores possible mediating mechanisms (such as a sense of control over work, work signi-
ficance, and positive emotions)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important others,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and social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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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中心、科学研究中心以及文化传播中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与动力来源。

高等学校教师作为高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人才、繁荣科技和服务社会等重要责任，对社

会进步和民族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大批青年教师被引进高校，青年教师

已成为高校师资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激励青年教师，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与成

就感是高校管理者与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和金钱等外在激励效应正在边际递减，组织必须寻

找一种内在、稳定的驱动力以激励员工。同时，知识型员工对于个人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正在上

升，他们渴望获得工作意义感、工作控制感，注重心理意义上的职业成功，即在工作中追求一种使命感

(calling)。对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来说，他们存在更加迫切的发展需求与成就需求，然而目前的激励却较

少从个体需求出发(覃丽，2012)，忽视了他们的内心体验与精神激励，青年教师忙于应对各种硬性指标的

完成，在入职伊始就被职称、培训、考核等浇灭了工作热情，更难以建立对教学育人本职工作的使命感。

因此，满足青年教师的发展与自我实现需要，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促进其职业生涯规划，让青年教师体

验到职业使命感是实现有效激励的关键问题。 
在组织行为学中，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被定义为一种体验，即人们在某个职业领域体现到强烈

的意义感。作为职业心理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已有研究证明职业使命感能够带来很多积极影

响，如改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提高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工作激情，促进职业认同和主观职业成

功等(Berg et al., 2010; Bunderson et al., 2009；习怡衡，2016)。然而，由于使命感的最初发源地——宗教

领域的神秘色彩，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使命感的影响结果及其情景因素的调节作用上，而忽视了如何发

现与挖掘职业使命感，在职业使命感的形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但这些在组织管理中同样具有

重要的实践价值(田启涛，葛菲，2019)。因此，本文欲探讨职业使命感的可能形成路径。 
工作重塑(job crafting)概念最早由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在 2001 年提出(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近年来，已成为组织行为与管理学领域中的热点研究问题。作为员工的一种主动性行为，它强调

员工会根据自身需求对工作设计的主动参与和自发改变(Grant & Ashford, 2008)。与传统工作设计相比，

工作重塑不是员工“被动”地服从组织安排，而是主动地通过自我引导和自身价值驱动进行职业生涯自

我管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这种自主选择行为更容易使个体满足并产生积极情绪，从而促进工作结果。

例如，Berg 等(Berg et al., 2010)通过对 32 名跨行业员工深度访谈发现，员工通过工作加强、工作扩展和

任务重置这三种具体的工作重塑技能可以更自如地将自身价值与工作相融合，从而更好地追求职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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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相较于国外二十多年有关工作重塑的丰富研究成果，基于我国情境的工作重塑实证研究仍然处于起

步阶段。其中，不同群体的工作重塑内涵、前因和影响结果，以及机制研究仍不充分，针对不同特征群

体的测量工具仍亟待开发。 
综上，本文聚焦于工作重塑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探究，希望能通过工

作重塑干预或个体主动的工作重塑行为找到实现其职业使命感的途径。受益于职业使命感本身的激励作

用，这条途径能否直接或间接影响知识型员工的主观职业成功、职业认同、个人福利、工作满意度等将

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因此，本文认为，在易变性职业生涯时代，组织为员工设计合理、理想工作的难

度大大增加，同时员工渴望主动承担工作设计的角色的背景下，研究工作重塑的效果变量，尤其是对职

业使命感这一内在激励动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工作重塑与职业使命感 

任何组织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都要依赖优秀人才，传统激励方法大多以物质利益为基础，忽略了员

工内在的工作动机。工作重塑是指员工为了使自己的兴趣、动机和激情与工作相一致而自我实施的一系

列使其工作任务及关系边界发生改变的积极行为(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例如，教师通过不断修

改教学设计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网约车司机通过聊天让乘客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从人本管理出发，

工作重塑作为一种主动性行为，是员工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充分发挥，他们能够对工作特征做出准确反应，

并自发地提高与工作环境的匹配度(胡睿玲，田喜洲，2015)，组织也将从中受益。 
工作重塑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和认知重塑三种。任务重塑是指员工按照自己的

意愿在原工作任务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工作数量与范围，以达到任务目标的同时满足自身相关需求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关系重塑是指员工改变在组织人际关系的质量或范围，包括主动与他人

建立一定联系，通过改变接触方式重建与他人联系，主动向他人提供帮助以换得他人信任等途径。认知

重塑是员工对工作意义认知的改变，员工通过加深对工作本身的认识来感受不同的工作意义和价值。

Wrzesniewski 和 Dutton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将工作重塑描述为员工的自发行为，也有研究者认

为群体中的人因工作过程和经历相似、定期的探讨和互相学习也是一种集体工作重塑，那么青年教师在

类群体中的听课、集体备课、参加研讨会等行为可以算作工作重塑。 
职业使命感被定义为一种对职业的强烈热情，并在其中体验到强烈的意义感(Dobrow & Tosti-Kharas, 

2011)。当前更多的研究者将其以多维的角度定义，如 Dik 等(Dik et al., 2009)认为个体的职业使命感来源

于超然的力量，这样的人将工作与人生目标与意义相联系，并且具有很高水平的亲社会性，即包括超然

的召唤、工作的意义感以及亲社会倾向三个维度；Hagmaier 和 Abele (Hagmaier & Abele, 2012)提出了工

作认同、意义感、人-环境匹配、价值驱动行为与超然的导向力五个维度；Praskova 等(Praskova et al., 2014)
则编制了包含利他意义、个人意义和主动投入三个维度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可以看出，具有职业使命感

的人在意工作中的个人与社会价值，反映出个体的心理投入，并以此驱动行为。 
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是指高校青年教师在从事教师职业中获得意义感、责任感和实现个人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热情与力量(汤庆艳，2020)。作为一种内驱力，它有助于青年教师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坚持言行雅正，遵守学术违反，坚守廉洁自律，潜心教书育人。同时，它可以提高青年教师在教学育人

过程中的投入，具备高职业使命感的教师将通过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时间到工作中去，从而促进职业成功

(刘丽丹，王忠军，2021)。此外，青年教师的职业使命感使其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创新实践以及塑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关注教育教学的前沿动态和新方法，推动高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注教育环境和教育资

源的改善，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学术氛围，不断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和竞争力，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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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的职业使命感应该更加具有个人和社会导向。具有高素质、高学历的青年在择业上选择性更多，

而选择高校教师应该是个人充分考虑后的结果。诚然，高校教师算得上是一份让人称羡的职业，但从收入、

心理压力、工作–家庭平衡等问题来说，青年教师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实属不易。高校教师的社会价值不言而

喻，其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但青年教师对工作重要性的感知与认同才是其职业使命感建立的关键。 
首先，使命感的形成和演变受个体内在因素(如：能力、价值观)、行为因素(如：教育和专业经历、

重复、目的性实践)、外部环境(如：社会安慰、家庭与同事)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田启涛，葛菲，2019)。对

于青年教师而言，初入职场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整工作行为，而不是被动接受任务，即便面对硬性指标的

考核，也应结合自身的相关需要，重新构建教学任务、科研目标与行政事务的工作内容与范围，即任务

重塑能够更好地将自身需求与工作结合，在实际任务中提升关键能力与自我效能感，从而更好地追求职

业使命感。 
其次，青年教师处理好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其主观职业感知。目前，许多高校对青年教师

采取导师制培养模式，除了指定一名教学与科研能力强的导师带领之外，也要求青年教师随堂听课，目

的在于促进青年教师与资深教师交流互动，从而尽快提升青年教师的授课能力。除提升教学能力外，高

校对青年教师的职业体验需更加关注，尤其在人际交往中，其他同事对工作的态度与行为同样影响着青

年教师的工作态度与体验。青年教师与周围人融洽相处，并在互动中学习和成长，即感受到社会安慰，

获得来自学生、同事或上级的尊重将有利于其表达自我，进而实现自我的价值。因此，青年教师可以通

过关系重塑打造出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人际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工作任务的完成，也能够加深对职

业的认识与理解。 
再有，认知重塑是员工对工作意义认知的改变，可以细分为拓展认知、聚焦认知和联系认知三种类

型。拓展认知是进一步加深对现有工作的认知与理解；聚焦认知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作中自己喜欢的部

分，通过加强理解来获取工作意义感，而对厌恶部分采取忽视态度；联系认知是将工作外的兴趣映射到

工作中，从而提升工作激情与认同。认知重塑除了对工作本身进行认知改变外，其实还应该包括对自身

的进一步认识，包括自己的兴趣、价值观与未来工作自我，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也有利于对工作的认知

重塑，才能在工作中获取内在的积极情绪体验和价值认同。因此，青年教师的工作重塑可能对其职业使

命感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 
探究青年教师工作重塑与职业使命感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

和作用机制，从而为理论建立、研究解释和个性化干预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中介作用意味着一个变量

通过中介变量来影响另一个变量。在研究工作重塑到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介

变量(如工作控制感、工作意义等)来了解研究工作重塑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机制。这有助于揭示研究工作

重塑和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提供更深入的理论解释。调节作用意味着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

的影响会在不同条件下发生变化。在研究工作重塑到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中，我们可以识别和研究调

节变量(如个体特征、组织环境等)，以了解在不同条件下研究工作重塑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这有助于个性化干预和预测效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不同个体和组织的需求。 

3. 中介作用 

3.1. 工作控制感 

通过工作重塑，个体能够实现对工作的更多掌控。工作控制感(work control)，是指工作能够赋予员

工自主性的程度，让员工感觉到工作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反映了员工能够对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程度或

者称为工作决策幅度。高决策控制感的工作特征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工作资源，可以帮助他

们有效应对考核培训、晋升、工作–家庭平衡带来的心理压力，从而在工作中获得积极情绪。否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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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长期处于被迫、混乱、应对、忙碌却无头绪的工作状态将不可能建立出对职业的高涨热情，更不

会从中感受到价值的发挥。 

3.2. 工作意义 

工作意义是员工对工作价值感的主观体验。工作重塑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这一点已得到研

究证实(Wrzesniewski et al., 2010)。具体来说，青年教师可以通过强调任务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自己认为

有价值的工作中，如教书育人，使工作更有意义，个体体验更积极，而非无差别地对待所有工作。在学

习一些行政软件或流程时，则可以主动地与他人建立联系，进行合理分工，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而

不是每位青年教师都要成为“行政能手”。当青年教师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并认知到价值，将有利于其

职业使命感的建立。由此可见，工作意义可在工作重塑和职业使命感中起到中介作用。 

3.3. 积极情绪 

情绪与个体需要相联系，当个体需要被满足时会产生愉悦的主观体验，诸如爱、快乐、满意、希望

等。在积极的情绪下，个体的思维更开阔灵活，同时其弥漫作用将扩散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研究发现，

员工工作重塑对其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同时积极情绪在工作重塑与创造性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辛
迅，苗仁涛，2018)。同时，积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感(金婷婷，章雷钢，2015)。
针对初中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高自我损耗状态下，诱发积极情绪的被试相较于诱发消极情绪的被试要

更倾向于表现出利他行为。在青年教师身上，此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确定。 

4. 调节作用 

4.1. 主管/重要他人 

高校教师因其自身行为并非不受他人监管或是能够被人看到的，因此他所做的工作重塑一般是默默

而不被人察觉的。因此，高校教师发展中心以及领导者应该更加关心青年教师的个性特征、动机和需求，

在环境因素上重点把握，尤其是青年教师接触到的主管和重要他人。领导的行为倾向对员工有着榜样示

范作用，如领导者对于不同工作任务的关心程度将影响员工对于不同工作任务的投入程度；直属领导者

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将影响青年教师的工作态度。因此，青年教师在工作中接触的重要他人将调节其工作

重塑行为(田喜洲等，2020)。 

4.2. 组织氛围 

组织氛围是在某种环境中员工对一些事件、活动和程序以及那些可能会受到奖励、支持和期望的行

为的认识。高校青年教师通过工作重塑可以获得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等，但是否能促进青年教师对于

教师职业的认同与使命感受制于组织氛围这一因素。当高校为青年教师提供支持、公平、提倡个人发展

与亲社会的组织氛围时，员工通过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等影响职业使命感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4.3. 社会声望 

社会舆论对于青年教师的评价将影响工作重塑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社会声望除了对大学教师社会

地位的评价外，也有对其社会贡献的评价。在对高校教师社会声望高的社会环境下，青年教师更倾向于

做出亲社会行为和关怀行为(雷浩，李静，2018)。然而社会声望与高校教师自身角色意识、职业道德和行

为规范有密切联系，加之目前存在教师自我职业声望低于社会评价的矛盾现象，究其成因并提升教师自

我社会声望也是提升其职业使命感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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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针对如何提升青年教师职业使命感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从工作重塑视角出发的理论研究框架，

包括工作满意、工作控制感和积极情绪等中介因素，主管及重要他人、组织氛围和社会声望的调节作用。

首先，工作重塑的个体层面研究较多，但从组织和群体层面，即群体工作重塑角度进行探索是缺乏但有

必要的。尤其像高校教师这样受社会关注并赋予高期望的群体，其个人行为容易被“放大”和“以偏概

全”，增强青年教师的角色意识，提高青年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是个人和社会的共同目标。此外，通过进

行多重分析可以进一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多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和控制其他可能影响

结果的变量，从而更准确地评估研究工作重塑对职业使命感的影响效果。希望本文可以对未来研究提供

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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