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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问卷对高职院校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高

职院校优秀教师的心理素质结构包括认知能力、成功品质、平等意识等八个因子；不同类别的高职院校学生

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的内隐观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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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关于高职院校教师心理素质的内隐观研究并不多见，只有少数研究者探讨过高职院校教师

心理素质的内隐理论。例如，优秀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心理能力发展及学生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在研究早期，研究者把人格特质理论引入教师研究，以期发现优秀教师的人格特质对学生心理能

力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借以从人格特质上区分好教师与差教师（Ashton，1985）。其代表性的研究是

Rushton（1962）所进行的工作，他与同事一起设计了一个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职院校教

师的个性特质剖面图。他们首先根据学生对教师讲课效果的等级评价，总结出成功的教学所必需的两个

个性维度。这两个维度分别是成就取向（由管理能力、智力、忍耐力和职业责任感等特质组成）和人际

取向（由影响力、非权力性、非防御性及自我同一性等特质组成）。后来，他根据研究又增加了课堂行

为方面的两个维度，即人格魅力和组织才能。研究表明，在这四个维度上得分高的教师往往被学生评价

为优秀教师。教师效能感（teacher efficacy）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人格特征对教学效果的影响（Woolfol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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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在研究方法上，目前采用实证研究或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还很少见，较

为简便易行的问卷调查有部分可见，但因问卷来源无说明、数据处理粗浅，使得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受

到一定影响。而且，本研究发现，关于教师心理素质的内隐观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雍莉华（2000）

关于理想教师素质模型的研究，以及韩向前（1989）对中小学教师人格特征的探索，但这些研究的对象

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群体，而且缺乏教师发展性、应用性的研究，高职院校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

心理素质的内隐观研究更是亟待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试从高职院校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

（即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的内隐理论）展开探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 取 国 内 5 所 高 职 院 校 共 802 名 学 生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779 份，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7.1%。其中，男生比例为 61%，女生比例为 39%；来自城市、乡镇、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41%、20%、39%；理科学生、工科学生、文科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27%、21%、52%；独生子女和非独

生子女所占比例分别为 39% 和 61%。 

2.2  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的优秀教师心理素质问卷（学生卷）收集数据，所得数据用 SPSS 1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信度分析：本问卷的信度主要考核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古德曼劈半信度两个方面。分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系数绝大多数都大于 0.70，达到比较好的程度。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Crobach α

系数为 0.9452，达到非常好的程度。问卷的古德曼劈半信度系数为 0.8931，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好。

（2）效度分析：本问卷的效度分析主要从结构效度方面进行。从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看出，问卷

因素内部项目负荷在 0.425 ～ 0.756 之间，说明每个因素包含的结构清晰，因素包含的项目意义明确，

各个因素的解释性较强，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Chau & Hocevar，1990）。

3  研究结果

3.1  关于高职院校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研究发现，问卷的 KMO 值为 0.932，Bartlett’s 球形检验的 X2 值为 14269.087（df=351），并且达到

非常显著的水平（p=0.000），这说明问卷极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预试的结果指定提取 8 个因子（含 46 个项目），以主成分分析法并配合方差最大化进行正

交转轴，最后 8 个因子累积解释的变异量达到 50.079%。

高职院校学生关于“高职院校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的内隐观表现为：高职院校优秀教师所应具

备的素质结构是一个多维结构，它包括认知能力、成功品质、平等意识、务实作风、为人师表、胸襟情怀、

职业使命、个人魅力八个因子。因子提取的顺序表明了该种素质重要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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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1“认知能力”包括的具体项目有 11 个，分别为研究能力、探究、批判精神、创造性、务实、

洞察力、善于发现问题、进取心、专注、反思能力、捕捉信息的能力；因子 2“成功品质”包括的具

体项目有 9 个，分别为有恒性、独立性、乐观、成功品质、坚韧性、自信、协调能力、大度、应变能

力；因子 3“平等意识”包括的具体项目有 4 个，分别为尊重人接纳学生、善于表达、敬业精神；因子

4“务实作风”包括的具体项目有 3 个，分别为责任感、正直、踏实；因子 5“为人师表”包括的具体项

目有 6 个，分别为耐心、亲和力、理智、理解学生、会激励他人、为人师表；因子 6“胸襟情怀”包括

的具体项目有 5 个，分别为非权势性、真诚、宽容心、心胸开阔、守信；因子 7“职业使命感”包括的

具体项目有 5 个，分别为任劳任怨、热情、和蔼可亲、执着、使命感；因子 8“个人魅力”包括的具体

项目有 3 个，分别为激情、幽默感、个人魅力，这 3 个项目与教师这个职业有密切联系，是对教师教书

育人方面的较高要求。

纵观以上 8 个因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因子 1 和因子 2 是教师事业成功的基础，

从因子 3 开始各因子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这 8 个因子是在师生关系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教师的要求，

其中对教师做事的总要求是务实，具体要求是做到为人师表；对教师做人的总要求是具有广阔的胸襟情

怀，具体要求体现为态度与情感的要求；最后则是对教师做人、做事的最高要求即个人魅力。

3.2  不同类别高职院校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首先对 8 个因子以及总得分（因变量）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结果发现除“成功品质”一个因子以

及教师心理素质总分呈右偏态分布以外，其他所有因变量均呈左偏态分布，得分偏高。如表 1 所示。

表 1  分布形态检验

Table 1 Distribution shape test results

因子名称 题项数 均值 偏度系数
认知能力 11 67.9434 -0.658
成功品质 9 51.1247 0.293
平等意识 4 25.1836 -2.537
务实作风 3 18.5327 -1.848
为人师表 6 36.9048 -1.582
胸襟情怀 5 30.0978 -1.209
职业使命 5 16.3145 -1.076
个人魅力 3 17.3638 -0.966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别的学生被试对“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是否存在影响，本研究对不同类

别的大学生被试对“优秀教师心理素质”及其各维度的影响分别做了检验。

3.2.1  不同学科的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由于被试来自三个不同学科，因此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学科的学生关于优秀教师

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学科的学生对认知能力（F=0.822，p=0.440）、平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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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F=1.798，p=0.166）、务实作风（F=0.231，p=0.794）、为人师表（F=0.045，p=0.956）、胸襟情怀

（F=2.795，p=0.062）五个因子的评价分数没有差异。这说明不同学科的大学生都认为，作为优秀教师，

必须具备很强的“认知能力”“平等意识”和“务实作风”、过硬的“为人师表”和宽广的“胸襟情怀”。

不同学科的学生在“成功品质”（F=3.551，p=0.029）、“职业使命”（F=4.268，p=0.014）、“个人魅

力”（F=13.071，p=0.000）三个因子的重要性评价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存在差异的三个因子即成功品质、职业使命以及个人魅力的多重比较（如表 2 所示），本研

究发现，理科学生对“成功品质”的评价分数高于文科学生，并且理科学生对“职业使命”的评价分数

也高于文科学生，即理科大学生与文科大学生相比更看重“成功品质”和“职业使命”，但工科学生与

理科学生在这两项上的得分并不存在差异；文科大学生在“个人魅力”上的评价得分高于工科和理科大

学生，即文科大学生与理科和工科的大学生相比，更加重视教师的“个人魅力”，但工科和理科的大学

生在“个人魅力”上的得分并不存在差异。

相对于文科学生而言，理科学生更看重教师的“成功品质”“职业使命”，或者说，理科学生认为

优秀教师必须具备“成功品质”以及“职业使命”。可见，理科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在科学研究中应

当有恒心、具备较强独立性、在工作中有一定协调能力以及应变能力，同时还要有“热情”“执着”“和

蔼可亲”的做事态度。这可能是理科的学科性质决定了他们更多地需要从事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相对

文科而言缺少激情与趣味，因此，需要教师们具有“恒心”“独立性”。基础学科研究需要有更为广博

的学科基础，教师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尤其重要。

相对于工科、理科学生而言，文科学生则更看重教师的个人魅力因素，认为优秀教师应该是有魅力

的教师。可见，文科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应当是有激情、有幽默感的教师，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所学学

科大多为人文学科，涉及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关系等方面知识领域，而这些领域知识的学习与研究

需要更多的“激情”和“幽默感”。

表 2  学科差异的多重比较

Table 2 Post-hoc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inter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因变量 （I）学科 （J）学科 MD（I-J） SE p

成功品质

工科
理科 -1.711 0.105 0.163
文科 -1.649 0.085 0.403

理科
工科 1.711 0.105 0.163
文科 0.062 0.093 0.007

文科
工科 1.649 0.085 0.403
理科 -0.062 0.093 0.007

职业使命

工科
理科 -0.776 0.103 0.182
文科 -0.657 0.084 0.330

理科
工科 0.776 0.103 0.182
文科 0.776 0.092 0.005

文科
工科 0.658 0.084 0.330
理科 -0.776 0.092 0.005

个人魅力 工科
理科 -0.447 0.104 0.873
文科 -1.074 0.085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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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I）学科 （J）学科 MD（I-J） SE p

个人魅力
理科

工科 0.447 0.104 0.873
文科 -0.627 0.093 0.038

文科
工科 1.074 0.085 0.028
理科 0.627 0.093 0.038

3.2.2  不同性别高职院校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由于性别这一变量只有男和女两种分类，因此本研究采用 T 检验来检验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关于大学

优秀教师心理素质内隐观的差异（如表 3 所示）。当差异显著时，平均值越大表明该因子更受某性别学

生的重视。例如，就认知能力而言，男生和女生对认知能力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差异（p=0.048），并且

女生和男生相比认为更重要一些（男生：MD=67.1711；女生：MD=63.4388）。本研究在访谈的过程中

也确有发现，男生和女生都认为“认知能力”是高校优秀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心理素质之一，他们在这

一观点上存在的差异并不是十分明显。

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学生对于“认知能力”“为人师表”“个人魅力”三个因子的评价分数有显

著差异，女生的评价分数显著地高于男生；不同性别学生在“平等意识”和“成功品质”上的分数存在

非常显著的差异，女性大学生的评价分数显著地高于男性大学生。

究其原因，女性大学生更看重教师的“平等意识”“个人魅力”和“为人师表”，她们认为优秀教

师应该是平等对待学生、能够接纳学生、善于处理师生关系的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应该是充满激情、具

有幽默感和富有个人魅力的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应该是能够理解学生、耐心细致、像父母一样有“亲和

力”、并且善于激励学生的老师。这些都不难理解，这可能与女性的情绪比较敏锐、情感比较丰富有关。

但是，女性学生在“成功品质”和“认知能力”两个因子上的分数也高于男性学生，这确实不容易解释，

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3  不同性别学生对“优秀教师心理素质”重要性程度的评价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excellent teachers”

因变量 性别 M SD t p

认知能力
男 67.171 9.373 -1.977

0.048
女 68.439 8.289 -1.925

成功品质
男 50.221 7.340 -2.608

0.008
女 51.701 7.951 -2.654

平等意识
男 24.678 3.245 -4.114

0.000
女 25.507 2.373 -3.848

务实作风
男 18.497 2.687 -0.321

0.775
女 18.556 2.380 -0.313

为人师表
男 36.503 4.249 -2.147

0.034
女 37.160 4.094 -2.130

胸襟情怀
男 29.839 3.741 -1.584

0.117
女 30.264 3.595 -1.571

职业使命
男 16.250 3.069 -0.483

0.633
女 16.356 2.923 -0.478

个人魅力
男 16.993 2.629 -3.225

0.011
女 17.601 2.523 -3.19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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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研究发现，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各个因子上的评价分数没有差异，这说明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都认

为以上所有因子对于优秀教师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这至少反映出对于什么是优秀教师并不会因为学生的

生活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

3.2.4  是否独生子女的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研究发现，是否独生子女对于“认知能力”“成功品质”“平等意识”“为人师表”“胸襟情

怀”“职业使命”“个人魅力”七个因子的重要性评价得分没有差异，即他们都认为教师只有具备“认

知能力”“成功品质”“平等意识”“为人师表”“胸襟情怀”“职业使命”以及“个人魅力”等多

种心理品质才可以称得上是优秀教师。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只在“务实作风”一个因子的评价分数

上存在差异（t=4.262，p=0.039），其中非独生子女的得分更高（非独生子女：M=18.587，独生子女：

M=18.450）。也就是说，与独生子女学生相比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认为优秀教师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为人正直而踏实。这可能是因为非独生子女相对来说独立性更强一些，他们在家庭里受到的呵护比较少，

与独生子女学生相比具有更强的责任心，通过以己推人、将心比心他们认为优秀教师同样应该具备高度

的责任感；而独生子女由于家庭条件一般比较优越，受到的呵护比较多，在这种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下

他们对正直、踏实、责任感这一类的心理素质难以引起认同感。但是，本研究并没有从同类或者相关研

究中看到这种研究结果，因此该结果还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证实。

3.2.5  不同工作阅历的学生关于“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内隐观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工作阅历既包括实际的工作经验（有工作经历的本科生），也包括在校期间从事的各

类兼职工作（专科学生）。如表 4 所示，他们在“成功品质”“胸襟情怀”上的得分高于没有工作阅历

的学生，这说明有工作阅历的学生更加看重“成功品质”和“胸襟情怀”这两种心理素质，反映出渴望

并且追求成功。因此，他们比较看重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和情感特质，也希望优秀教师能够向他们传授

获取成功的经验，特别是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希望优秀教师有宽广的胸怀，能成为容纳各种性格

特征的人，能不断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表 4  不同工作阅历的学生对“优秀教师心理素质”重要性程度的评价

Table 4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excellent teachers” by students with 

varying work experience

因变量 工作阅历 M SD t p

认知能力
有 68.138 9.044

0.121 0.729
无 67.881 8.653

成功品质
有 51.540 9.844

8.488 0.004
无 50.992 6.948

平等意识
有 25.058 3.555

5.675 0.017
无 25.224 2.474

务实作风
有 18.508 2.962

3.515 0.061
无 18.541 2.340

为人师表
有 36.810 4.709

3.465 0.063
无 36.935 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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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工作阅历 M SD t p

胸襟情怀
有 30.175 4.090

4.540 0.033
无 30.073 3.509

职业使命
有 16.201 3.349

3.062 0.081
无 16.351 2.853

个人魅力
有 17.3333 3.056

10.142 0.002
无 17.374 2.411

没有工作阅历的学生在“平等意识”“个人魅力”两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有工作阅历的学生，

这说明没有工作阅历的学生更加看重“平等意识”和“个人魅力”。它反映出没有工作阅历的学生比较

看重教师的“民主意识”“为人师表”和“人格特质”。他们希望所有教师能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希

望师生之间能够架起一座相互信赖的桥梁，愿意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中自觉而愉快地接受教师的教育乃至

批评。这说明今天的学生自我意识虽然在不断增强，但是却又缺少自我调控能力，他们内心较隐秘但又

渴望交流和理解，教师空洞的说教已很难打动他们的思想。所以，教师只有把真挚的师爱化为与学生进

行心灵沟通的那份亲切和坦诚，把抽象的道理变成对他们具体的行动参考，才能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工作

的效率。

4  讨论

（1）高职院校学生认为优秀教师首要的心理素质是认知能力。这说明大学生最看重教师的智力品

质，他们认为教师不仅应该具有良好的洞察力、善于发现问题、能够迅速捕捉信息的能力，还要有强烈

的探究精神、研究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更认为优秀教师不应盲从，需具备批判精神与良好的反思能

力。这些认知能力是教师在专业上成功的重要保障。这也体现出教学研究型教师的职业特点（徐学俊，

2007a），他们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学习新知识、发现新规律。

（2）高职院校学生看重的是教师在做事方面的个性品质。史克学（2005）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些

个性品质实际上是任何成功人士常常具备的，并不是特别针对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研究行为。大专院校学

生认为这些个性品质是大学优秀教师必须具备的，本研究结果与史克学（2005）的观点一致，表明学生

认为优秀教师应该像其他成功人士一样，不仅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突出，在其他方面也应该表现出色。因

为成功品质、应变能力、协调能力、大度、乐观等个性品质是做任何事情成功的必要条件。

（3）平等意识这一因子强调的是教师的社会心理素质。作为教师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之一就是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平等意识实际上是学生对于自己与老师关系的重新定位。过去的权威式教师在学生心目

中的形象已经大大改变，职业技术学院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师生关系也由纯粹的

教师权威趋向于平等对话。尊重人是平等意识的首要条件，只有尊重学生并接纳学生，才能教育学生；

没有尊重与接纳，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善于表达是平等条件下的师生沟通的重要因素，教师

不能因“为了学生好”而不注重与学生沟通时的态度与语气，从而使得自己的良苦用心不能起到良好的

教育效用。敬业精神是平等意识的重要体现，因为只有那些真正把学生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教师，才会

具有更强的敬业精神，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徐学俊，2007b）。在大学生心目中，亦师亦友、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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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平等是优秀教师的重要特征，传统中那种一味维持师道尊严的“严师”并不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喜爱，

这说明了现代专业技术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师生平等氛围下的专业技术教育更能促进学生的

发展。

（4）“务实作风”是学生认为教师在做事方面必须具备的良好素质，它要求教师做事不空想、要求实、

脚踏实地。务实要有责任感，只有具备强烈责任感的教师，才能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百年育人”的教

育事业中去研究、去把握，不受当前教育功利化影响，朝着既定的教育目标坚定地前进，切实承担起加

快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神圣责任；务实也要具备正直的品德，正直意味着自己具有很强的道德感，不管

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中都要坚持这种品德。务实还要有踏实的工作态度，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

求实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在教学中讲进步，在科研中求创新。总之，务实作风是学生针对当前教育

功利化严重的情形对大专院校教师的品德要求。

（5）在学生心目中，程巍（2000）关于职业人格倾向性的研究发现，优秀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

不仅要有足够的耐心，相当的亲和力，还要能够做到理解学生、激励学生，能够理智地面对学生、处理

问题，能够做到为人师表。它实际上也是学生对于自己与教师关系的一种新定位，是学生对教师做事的

具体方法的要求，是一种对学教关系的更高期望，带有明显的职业特征。这个因子关注的是教师与学生

交往过程中必须具备的职业人格特征。大学生心目中的优秀教师必须能够摆脱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功利

化的影响，不畏权势，能够拥有宽阔的胸怀，宽容地对待他人，做一个真诚守信的人。

（6）“职业使命感”包含的个性品质和情感是在做人一般要求基础上的提高和升华，是学生对于

教师工作态度以及情感的具体要求。高职院校大学生认为作为承担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的教师，他们必

须做到任劳任怨，对工作执着且充满热情，对学生要始终保持和蔼可亲的态度，做到无条件接纳。

5  结论

（1）教师心理研究已有成熟的框架（辛涛，林崇德，1996），通过对研究工具“高职院校优秀教

师心理素质结构问卷”所作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证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在信度和效度指标上均达到

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好。

（2）高职院校优秀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结构是一个多维结构，它包括认知能力、成功品质、平

等意识、务实作风、为人师表、胸襟情怀、职业使命、个人魅力八个因子。因子提取的顺序表明了该种

素质重要性的程度（周建达，林崇德，1994）。

（3）不同类别的高职院校学生关于“高职院校优秀教师心理素质结构”的内隐观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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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the Implicit Views 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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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concerned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fter testing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a typical questionnaire, we find that 
there are eight factors hidden i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outstanding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ing cognitive capability, success-oriented quality, awareness of equality, etc.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licit view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utstanding teachers;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mplicit views


	_Hlk199943171
	_Hlk199943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