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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转化，试图畅通教育、科技与人才的良性循环。

基于环境变化，如何增强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社会适应性，提升其综合能力有待探讨。本研究以市场营

销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上海、江苏及浙江等地共359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进行测量，

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机制，为营销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成长型思维显著正向影响社会适应；学业投入在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之前起部分中介

作用；心理韧性正向调节学业投入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心理韧性正向调节学业投入在成长型思维和

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营销专业人才成长型思维的培养以及社会实践能力的增强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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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market demand for tal-
ents is also transformed, trying to smooth the virtuous circl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how to enhance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mar-
keting professionals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needs to be explored. This study 
takes marketing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easures a total of 359 marketing students in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en-
hancing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marketing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rketing 
tal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long-term think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social adjustment; academic engagement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fore long-term think-
ing and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adjust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engagement between long-term thinking and social adjustment.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long-term think-
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practice ability of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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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人才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环境日新月异，企业主动转

型寻求更多的发展可能。基于此，企业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打造

人才链、创新链。结合社会环境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各大高校围绕专业特征，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人才。然而，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对其心理和

行为表现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关注大学生思维模式对其自身能力成长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的影响，帮

助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关注社会发展与自身职业成长，优化自身发展规划，通过内在驱动提升社会适应水

平。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究表明，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认为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因此会更关注个人能力的可塑性[1]，通

过学习和实践追求能力的提升，会将失败看作提升自己的机会，保持较为积极的心态[2]。社会适应能力

是基于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交互活动，衡量个体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匹适程度的概念。社会适应对个体的

成长发展兼具调节、发展、支持和动力功能，是个体对社会规范、准则或价值观的内化，说明个体的社

会化程度也在提高[3]。大学教育作为学生角色转换的重要阶段，在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过程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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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作用。依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学习能力，进而影响行为表现，成

长型思维所具有的发展性特征能促进大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4]。 
Schaufeli 和 Bakker 将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引入学生群体，进而拓展出学业投入的概念[5]。学业投入

是反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持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是衡量学业质量的重要观测指标，具体包括专注、活

力和奉献三个维度，能够反映出个体在学习行为中的精神状态。学业投入程度高的个体更能够保持良好

的学习状态，乐于学习更多的知识，提升自己的内在知识储备和个人能力[6]。同时，心理韧性是指个体

在面对逆境时通过促进个体调节自身的情绪与认知水平，能够及时应对并不断适应的能力[7]。因此，伴

随着环境变化，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能够保持较为积极的情绪状态，调动自身内在的

各种资源来突破困境、解决问题，具备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之间关系的关注还较为缺乏，而高等教育作为大学生学

业与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转换阶段，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探究成长型思维对

大学生社会适应地影响机制，本研究以学业投入作为中介变量、以心理韧性作为调节变量，展开进一步

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成长型思维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正向影响；假设 2：学业投

入在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3：心理韧性在学业投入与社会适应之间发挥调节

作用；假设 4：心理韧性正向调节了学业投入在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具体研究模型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3. 变量选择与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问卷发放 

本研究选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高校的学生为调研对象，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 419 份问卷，回收 359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5.68%。

其中，男生 155 名(43.2%)，女生 204 名(56.8%)；汉族学生 257 名(71.6%)，少数民族学生 102 名(28.4%)；
独生子女 232 名(64.6%)，非独生子女 127 名(35.4%)；文科类学生 288 名(80.2%)，理工类 62 名(17.3%)，
其他类 9 名(2.5%)；自评学习成绩为上等 93 名(25.9%)，中等 240 名(66.9%)，下等 26 名(7.2%)；家庭经

济情况中等及以上 269 名(74.9%)，中等以下 90 名(25.1%)。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并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分值越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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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与题项描述的状态越符合。 
成长型思维量表：采用 Dweck 等人[8]编制的量表，包含 2 个维度，共 6 个题项，包括“我可以学习

新知识，并且真正改变自己的基本智力水平”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62。 
学业投入量表：采用 Schaufeli 等人编制[5]，方来坛等人结合中国组织情境修订的量表[9]，包含 3

个维度，共 17 个题项，包括“即使学习不顺利，我也好不气馁，能够坚持不懈”等。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18。 
心理韧性量表：采用 Wang 等人编制的量表[10]，包含 1 个维度，共 10 个题项，包括“面临难题时，

我试着去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31。 
社会适应：采用方从慧编制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量表[11]，包含 5 个维度，共 23 个题项，包括“我了

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式，并积极应对”等。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18。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

专业类型、自评学习成绩、家庭经济情况。 

3.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以及 Mplus7.4 处理数据，展开包含信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描述性统

计和相关性分析。此外，研究参考温忠麟等学者的建议[12]，对成长型思维、学业投入、心理韧性和社会

适应四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SPSS26.0 软件分四步骤对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假设检验，并借助

Process 采用重复 5000 次的 Bootstrap 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实证检验与数据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Mplus7.4 分别对量表进行信度及 AVE 收敛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成长型思

维的 CR 组成信度为 0.862，学业投入的 CR 组成信度为 0.825，心理韧性的 CR 组成信度为 0.931，社会

适应的 CR 组成信度为 0.918，各量表的 CR 值均大于 0.7，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此外，通过计算平均编译萃取量 AVE 值进行收敛效度评价，其中成长型思维的 AVE 值为 0.676，学

业投入的 AVE 值为 0.611，心理韧性的 AVE 值为 0.659，社会适应的 AVE 值为 0.651，四个两的 AVE
值均大于 0.5，表明各变量均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均小于 AVE 的平方

根值，所以各变量的区别效度较好。 
 

Table 1. Results of differentiated validity analyses 
表 1. 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CR AVE 成长型思维 学业投入 心理韧性 社会适应 

成长型思维 0.862 0.676 0.822    

学业投入 0.825 0.611 0.584** 0.782   

心理韧性 0.931 0.659 0.752** 0.601** 0.812  

社会适应 0.918 0.651 0.672** 0.712** 0.668** 0.807 

注：**表示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通过 Mplus7.4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四因子结构模型(四因子模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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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思维、学业投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三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心理韧性、社会适应；

二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 + 心理韧性、社会适应；一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 + 
心理韧性 + 社会适应)的拟合效果最优[χ2 = 248.108，自由度(ν) = 146，χ2/ν = 1.699，比较拟合指数(CFI) = 
0.979，Tucker-Lewis 指数(TLI) = 0.976，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 = 0.044，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 
0.032]，表明研究所选取的 4 个潜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为展开更深入的分析检验提供依据。 

 
Table 2. 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ν χ2/ν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学业投入、心理韧性、

社会适应 
248.108 146 1.699 0.979 0.976 0.044 0.032 

三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心理韧性、

社会适应 
433.426 149 2.909 0.942 0.934 0.073 0.045 

二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 + 心理韧

性、社会适应 
610.343 151 4.042 0.907 0.895 0.092 0.063 

一因子模型：成长型思维 + 学业投入 + 心理韧性 
+ 社会适应 

1025.276 152 6.745 0.823 0.801 0.127 0.072 

4.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r = 0.672, P < 0.01)呈正相关，成长型思维与学业投入(r = 
0.584，P < 0.01)呈正相关，学业投入与社会适应(r = 0.712, P < 0.01)显著正相关，学业投入与心理韧性(r = 
0.601，P < 0.01)显著正相关。因此，研究选用的各变量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为展开后卫的假设验证奠

定了基础。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成长型思维 学业投入 心理韧性 社会适应 

成长型思维 3.412 0.794 1    

学业投入 3.238 0.818 0.584** 1   

心理韧性 3.501 0.728 0.752** 0.601** 1  

社会适应 3.288 0.780 0.672** 0.712** 0.668** 1 

4.4.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以社会适应为因变量，M3 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M4、M5 分别在 M3 的基础上加入成长型思维和学

业投入。结果如表 4 所示，成长型思维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516, P < 0.01)，假设 1
得到验证。 

针对学业投入在成长型思维与大学生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的结果分析如表 4 所示。学业投入也

对社会适应存在显著正向作用(β = 0.557, P < 0.01)。依据模型 M2，成长型思维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

量学业投入(β = 0.477, P < 0.01)。同时将成长型思维和学业投入引入模型，构建 M6。结果显示，成长型

思维对社会适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 = 0.291, P < 0.01)，但是 β值由 0.516 减少到 0.291，说明学业投入在

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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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调节效应 

针对心理韧性在学业投入和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以社会适应为因变量，

通过建立学业投入的标准化值和心理韧性的标准化值的乘积交互项，并将其引入模型 M8。结果显示，心

理韧性正向调节学业投入对社会适应的影响(β = 0.064, P < 0.01)，即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学业投入对社会

适应的作用越显著。 
 

Table 4.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学业投入 社会适应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性别 0.095 0.065 0.037 0.004 −0.028 −0.026 −0.046 −0.030 

民族 −0.140 −0.065 −0.103 −0.022 −0.008 0.009 0.015 0.008 

独生子女 0.144 0.146* 0.054 0.056 −0.044 −0.013 −0.037 −0.026 

专业类型 −0.225* −0.179* −0.089 −0.039 0.064 0.045 0.054 0.046 

成绩 −0.064 0.020 −0.220** −0.129* −0.176** −0.138** −0.129** −0.122* 

家庭收入 0.002 −0.026 0.023 −0.007 0.022 0.005 0.002 0.006 

自变量 成长型思维  0.477***  0.516***  0.291*** 0.188*** 0.192*** 

中介变量 学业投入     0.557*** 0.387*** 0.347*** 0.323*** 

调节变量 心理韧性       0.169*** 0.202*** 

交互项 学业投入 × 心理韧性        0.064** 
调整后 R2 值 0.010 0.374 0.014 0.449 0.518 0.609 0.626 0.637 

ΔR2 值 0.026 0.333 0.030 0.430 0.498 0.157 0.018 0.012 

F 值 1.572 28.146 1.831 42.729 56.065 70.648 67.629 63.95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插件 Process 程序，采用重复 5000 次的 Bootstrap 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

型。为探究不同心理韧性水平下成长型思维对社会适应的间接影响，以心理韧性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

为划分依据，分别对高、低心理韧性水平以及均值水平下学业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描述，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当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较低时，成长型思维通过学业投入影响其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显著(95% 
CI [0.079, 0.303]，置信区间不包含 0)；当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较高时，成长型思维通过学业投入影响

其社会适应的间接效应显著(95% CI [0.174, 0.366]，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成长型思维对社会适应的间

接作用在高心理韧性水平时更强，在低心理韧性水平时较弱。心理韧性正向调节大学生成长型思维通过

学业投入对社会适应的间接作用(Index = 0.068, 95% CI [0.002, 0.156])。综上，假设 4 成立。 
 

Table 5. Moderated mediated effects analysis results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心理韧性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2.857 0.186 0.057 0.079 0.303 

3.571 0.235 0.046 0.152 0.333 

4.000 0.264 0.048 0.174 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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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5.1. 研究结论 

现有研究表明，成长型思维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12]、社会与能力发展[13]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成长型思维能够对学生的社会适应发挥显著正向作用，

学业投入在学生成长型思维和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了心理韧性正向调节了

学业投入和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学业投入在成长型思维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具有

高心理韧性水平的学生，更能环境的发展变化产生清晰的认知，从而通过学习与实践增强自身的综合实

力，实现更好的社会适应。 

5.2. 实践启示 

首先，针对环境变化趋势与市场对营销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应

当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在课堂教育和实践安排过程中注重培育学生的成长型思维，通过校企合作，开展

实地参观或营销竞赛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营销发展方向，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竞争力

水平，增强综合能力。 
其次，高校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借助教学实践活动培育学生主动性，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发

挥内在驱动。高校即使优化自身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同时，鼓励学生关注市场变化与行业发展，培育成长

型思维，综合所学内容和自身实践水平，以便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水平，拓宽职业视野。 
最后，个体的认知和心理会对行为表现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自身也要主动调整思维

模式，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心理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行为选择，适当保持积极正向的情绪态度，

强化心理韧性，增加学业投入，从而综合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适应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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