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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职业认同（occupational commitment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诞生于
２０世纪中叶 ，其内涵随着职业社会化发展而不断丰富 。早期 ，该研究

领域里常常出现相互使用同义词 ，如事业认同（career commitment ） 、
职业 认 同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 、专 业 认 同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随着研究的深入“职业认同”一词使用得更为广泛 。

尽管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研究特定指向性 ，人们对职业认同有多种

表述 ，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认为职业认同既是一种过程 ，也是一

种状态 。过程论强调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 ，而状态论侧重于职业认同

的结构要素及其联系方式 。在职业认同的构成要素问题上 ，由于人们

研究逻辑起点差异 ，产生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职业认同是

在自我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其中自我认同由自我认知 、自我体验

和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成分构成 ，由此推论职业认同也包括了职业自我

认知 、职业自我体验和职业自我控制 。第二种观点是基于态度理论 ，

认为职业认同是单一要素的心理构念 ，即个体对某一职业的相对稳定

的态度或者行为倾向 。 第三种观点是以 Meyer 、Allen 和 Smith
（１９９３）为代表 ，他们的逻辑起点是个体对从事职业的看法是通过多种

原因和路径才能形成的 ，由此提出职业认同应包括不同层面的心理内

容的理论假设 ，并以组织认同理论作为分析框架 ，提出职业认同的三

要素结构 ，即个体对其从事职业的价值的认知和投入 ，对其若改变该

职业可能导致的损失的知觉 ，以及因规范压力的内化而投入该职业 ，

将上述职业认同的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情感认同 、持续认同和规范认

同 。基于上述理论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职业认同的构成要素问

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 Blau（２００３）编制了单维度的职业认同问卷以评
估个体维持现任职业的愿望和对职业的喜欢程度 。 Irving 与 Co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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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同一个组织的不同职业者进行了研究 ，结果验证了 Meyer的职业
认同结构观点 。 Cooper和 Olson对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及影响要素
进行了探索 ，并提出教师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 ，历史因素 、社会因素 、

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教师自我职业认同 。

上述理论和相关研究对我们审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及

其对职业生涯发展影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为高素质人才教育
者和先进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创造者 ，高校体育教师已呈现出巨大的职

业价值 。然而 ，目前高校体育教师在工作中有哪些体会 ，是在工作中

有着强烈的职业认同感 ，并为实现自身职业生涯目标过程感受到快
乐 ，还是由于工作压力产生职业倦态和强烈离职倾向 ？而教师的这些

体验对自身职业生涯发展及其工作绩效带来怎样的影响 ？教师自身
及人事管理部门将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
一系列问题便使我们产生了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

划关系问题研究的强烈欲望 ，于是我带领研究团队于 ２００９年申报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并获立项 。根据课题目的和所要解决

的问题 ，我们进行了 ４个方面的研究 ：研究 １是通过查阅大量文献 ，比
较与分析了国内外职业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历程和现状 ，对职
业认同和职业生涯规划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 ，构建了普通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划关系的假设理论模型 ；研究 ２是研制普通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基于 Meyer的三维理论模型 ，编制普通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初始量表 ，并对 ２６１名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进

行了施测 ，进而对所编制的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量表进行了探

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本课题所研制普通高校

体育教师职业认同量表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 ；研究 ３ ，基于 Judge等人
的核心自我评价和目标自我和谐的整合性模型框架 ，提出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认同形成的假设理论模型 ，通过对 ２６５人高等院校体育教师调

查与访谈 ，借鉴数理统计手段 ，揭示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

形成机制 ；研究 ４是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和职业生
涯规划的关系机制 ，课题组在 ２０１１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月期间 ，对各
类属普通高校及各个层面 ３９５名体育教师进行了调查 ，获得了普通高

校体育教师在职业认同 、工作投入 、职业认知 、职业计划 、职业探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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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反馈与修正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并借鉴数理统计分析 ，揭示普

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 、工作投入 、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特征 ，并在

此基础上探索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及职业生涯

规划的影响机制 。

经过两年半的研究工作 ，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全部研究内容 。在研

究过程中 ，借鉴社会心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 、人口学 、组织行为学 、职

业心理学 、心理测量学 、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 ，比较系统地考察

了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划状态 ，探索了职业认同
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机制 ，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尽管该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但这些研究成果还处在静态的 、

局部的探索阶段 ，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 。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几个问题 ：（１）以“过程论”和“结构功能论”整合性模型为框架 ，

探索职业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分析职业认同是如何发展变化 ，并在动

态过程中探索职业认同怎样去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 ？ （２）探索职业认
同与职业规划之间的关系机制时 ，应加强对职业认同与职业规划外部

变量的深入分析 。我们非常期待国内外的同行们多提宝贵建议 ，使该
领域的后续研究成果更具有价值 。

在书稿出版之际必须指出 ，我的研究生高可清 、沈敏凯结合硕士

论文在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部分的相关文献资料
收集及数据处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本书的第六章与第七章研究成

果也应该属于他们的艰苦研究工作 。

汤国杰 　 　 　

２０１２年 ６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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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于工作的价值 ，学者 Buchholz（１９７７）概括得极为精辟 ，他认为“工作本身

就是好的 ，它赋予我们以尊严 。每个人都必须工作 ，一个人不工作那么就不是一

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人们努力工作才能超越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并按照自己的

方式生活” 。在工作时人们不仅要有专业知识技能 ，而且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组

织 ，由于对职业本身 、组织环境等看法的不同 ，导致了一系列各种认知的偏差 ，这

就导致职业者内心情感的多元化 。对此 ，行为科学家一直试图探讨与人的工作

相关的主题 ，如职业选择 、职业发展和职业流动性等问题 。早期的研究更多地侧

重于员工职业倦怠感 、抑郁感 、冷漠感等心理状态 。近年来 ，随着行业竞争趋于

激烈和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体都在追求着高效率 ，在这样的背

景下 ，学者们从积极心理学的视野考察职业化问题 ，探索员工的工作状况 ，于是

幸福感 、快乐感 、认同感 、满意度等涉及心理状态的变量出现在该研究领域中 ，其

研究成果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尽管在这类研究中还没有直接引用

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划等名词 ，但从问题的本质看已进入了职业认同和生涯

发展的研究视域里 。由此可见 ，职业认同与职业规划关联问题的研究是积极心

理学 、职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交叉作用的必然结果 。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 ，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前所未有的变

化 ，与此同时 ，人才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快 ，职业流动性问题逐渐得以凸现 。从

社会各行各业中所发生的人才“跳槽”现象至少可以折射出四条基本信息 ：一是

传统职业稳定系统已被打破 ；二是职业认同程度受到影响 ；三是人们职业规划意

识不断增强 ，组织因素主导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将被削弱 ；四是人们的职业生涯发

展将会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 ，行业分化日趋精

细化 ，行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 ，导致了对专业人员职业化要求的迅速提升 。在这

种情景下至少也给人们带来两点思考 ，作为组织人事管理部门强烈地意识到竞

争的核心要素是人才 ，当务之急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 、物力和财力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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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以顺利实现组织目标 。而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职业认同感 、改善员工的工

作态度和工作投入度 、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工作绩效一直是组织管

理的核心问题 ，也是组织人事管理学 、管理心理学的热点课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

决又属于员工的职业发展范畴 。从研究视野来看 ，不管是职业流动性问题的解

析 ，还是职业发展问题的探索都会涉及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问

题 。因此 ，职业认同与职业规划关联的问题研究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 、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场所 ，教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

平将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 ，人们逐渐意识到教师专业化和教师职业化的

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高校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职业化

视角来考察是在社会行业细分 、高等教育和体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

求和必然结果 。体育教师职业化是以自身专业作为基础 ，即高校体育教师可以

发展成长成为一名传授体育运动技能 、从事体育科学研究 、创造和传播体育文化

的专业人员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身心健康 、体育文

化传播乃至体育学科的发展 。从职业特性看高校体育教师既有教师职业的共同

特征又有其自身的特性 ，如职业任务的多维性 、职业性质的社会性 、工作任务的

挑战性 、工作要素的公开性等 。然而 ，目前高校体育教师在工作中有哪些体会 ，

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程度如何 ？如何看待自身的职业生涯 ？如何规划自身

的职业生涯 ？其职业认同感是怎样形成的 ，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去影响着职业生

涯发展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对体育教师职业化缺乏应有认识 ，这些客观存

在的问题缺乏应有的研究 。尽管已有相关理论和研究在解决职业化普适性问题

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如有学者研究认为 ，医生 、律师等专业人员的职业认同与

专业发展存在着高度相关 ，具有较强的职业认同感对于专业情感 、专业技能等的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问题缺乏针对性 ，显得解析

力不强 。

基于上述职业化发展的研究背景 ，对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及其对职

业生涯发展问题的研究必将引起人们的关注 ，并以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发展之

间互动关系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 。为此 ，本课题试图以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概念及理论演变为研究的切入点 ，对高校体育教师

这一特殊组织成员的职业认同特征 、工作投入 、职业规划特征 、以及影响职业认

同 、工作投入及职业规划的主要因素进行初步探索 ，在此基础上 ，对职业认同和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研究 ，揭示当下在体

育教师队伍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为改善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管理 ，促进体育教师

专业化和职业生涯的良好发展 ，提高体育教师工作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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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相关概念与理论

一 、研究的相关概念

（一） 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 ，是认同主体对职业的主观看法 。它既是一种过

程 ，也是一种状态 。过程论强调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 ，而状态论侧重于职业认同

的结构要素及其联系方式 。考虑到本研究目的和对象（高校体育教师）为在职人

群 ，职业认同特指认同状态 ，即指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对自身从事职业的主观看

法 ，包括情感认同 、持续认同和规范认同 ，其中情感认同指个体情感上对职业的

依恋 、认同和心理投入 ，从而形成维持某一职业的愿望 ；持续认同指个体知觉到

自己离开某一职业而不得不承受成本和代价从而努力去从事某一职业 ；规范认

同指个体处于对职业忠诚的规范 ，或者从职业中获利 ，处于互惠原则而形成对职

业的忠诚感 。

（二）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最早是由 Kahn（１９９２）提出的 ，他认为的工作

投入是个体活力卷入到物质的 、认知的 、情感劳动中的一条通道 ① 。 Maslach
（１９９７）在研究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的过程中 ，对工作投入进行了操作性定义 ，她

认为工作投入包含能量 、卷入 、效能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对情感衰竭 、非人性

化 、个人成就感降低分别对立 ② 。 Britt 等（２００１）编制了一个包含 ６个题项的工

作投入测量 ，他认为工作投入包括责任感 、承诺 、绩效影响知觉 ，责任感是指我要

为自己的工作绩效负责 ；承诺感是指我愿意献身于自己的工作 ；绩效影响知觉是

指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与我自身关系重大 ③ 。 Schaufeli（２００２）等认为工作投入与
工作倦怠是员工幸福感上的两个特征 ，工作投入的特征是高的激活和快乐 ；工作

倦怠的特征是低的激活和快乐 。工作投入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的 、充实的

精神状态 ，包括三个维度 ———活力 、奉献 、专注 ④ 。由于 Schaufeli的工作投入三
维结构定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Schaufeli等人研制的工作投入量表 ，被世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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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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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静 ，廖建桥 ．企业员工工作投入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０７ ，２９（５） ：４０ ４６

Maslach C ，& Leiter M P ．The truth about burnout ：How organizations cause personal stress and
w hat to do about it［J］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１９９７ ，１２（３） ：３５ ４１

骆静 ，廖建桥 ．企业员工工作投入述评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０７ ，２９（５） ：４０ ４６

Schaufeli WB ．The measurement of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confirmative analy tie approaeh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２００２ ，３（１） ：７１ ９２



多国家采用 。我国学者张轶文 、甘怡群（２００５）翻译了 Schaufeli的量表 ，修订了

中文版 UWES问卷 ，可以应用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①
。

Britt 等（２００１）研究发现人格坚韧性（personality hardiness ）与个体的工作
投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外倾性（extraversion） 、神经质（neuroticism ）和灵活

性（mobility）均对工作投入有较强的预测力 。国内学者张轶文 、甘怡群（２００５）借

用了 Schaufeli的工作投入问卷 ，结合自我知觉的问卷 ，对中学教师群体进行了

调查 ，结果表明自我知觉（self‐consciousness）与工作投入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积极应对”和“寻求情感支持”两种应对策略与活力 、奉献和专注等工作投入维

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②
。周丽丽（２００９）研究表明组织气氛与工作投入显著相

关 ，且人际气氛对工作投入的预测力显著 ③
。

① 　 张轶文 ，甘怡群 ．中文版 U 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 （UWES ）的信效度检验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２００５ ，１３（３） ：２６８ ２７０

② ③ 　 骆静 ，廖建桥 ．企业员工工作投入述评 ．外国经济与管理 ，２００７ ，２９（５） ：４０ ４６

（三） 核心自我评价

核心自我评价指的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的评价 。它关注的人

格特质与个体行为的关系 ，实质是自我概念对个体行为的自我调节作用 。

（四） 目标自我和谐

目标自我和谐指个人所设定的目标与自己的内在兴趣 、价值观的整合程度 ，

关注的是不同目标对个体行为的动机作用 。目标自我和谐的操作定义为个体的

自主性动机减去控制性动机的差值 。

（五）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这一概念属于人力资源管理学的研究范畴 ，个人通向职业

生涯成功的指示器 ，它不仅选择某一职业过程 ，而且对所需职业探索 、并实现职业

预期的过程 ，包括个体要素 、职业要素 、时间要素 、环境要素 、发展和动态要素 。许

多学者从自身研究的需要进行了定义 ，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概念 ，但从研究历程和未

来趋势看关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概念的界定至少会涉及职业自我评估 、生涯发展

目标和应对职业行为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既是相互传递关系又是不断发展过程 ，

共同作用于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 。基于这样的认识 ，本研究的普通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生涯规划特指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在高校体育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岗

位上 ，根据自身特点和具体工作环境 ，制定职业计划 、进行职业探索 、实现职业生涯

目标的认知决策过程 ，它包含职业自我认识 、职业计划 、职业探索 、反馈修正等四个

基本要素 ，其中职业认知是指通过科学认知的方法和手段 ，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兴

趣 、价值观 、敬业度及能力的客观评价 ；职业计划是指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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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业生涯长 、中 、短期目标 ，并为实现各级目标所制定详细 、具体 、全面变通的可

行性计划 ；职业探索是指在体育教师职业生涯过程中 ，能结合体育学科性质 ，不断

提高专业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 ，提升自身职业化水平 ；反馈修正是指教师不断地反

省自己 、审视职业内外环境 ，并及时修正生涯目标和计划的能力 。

二 、相关理论

（一） Meyer的三维职业认同理论
Meyer的三维职业认同理论是在组织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认

知 、情感 、行为意向是个体理性行为过程的三个基本心理结构 ，其中认知是指人

们对事物的评估 ，情感是对事物的感觉 ，行为意向是指基于对事物评估和感觉所

产生的倾向性行为 。 Meyer 、Allen 和 Smith（１９９３）提出的职业认同三维模型认
为职业认同包括三方面因素 ，即规范认同 、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 。规范认同指个

体处于对职业忠诚的规范 ，或者从职业中获利 ，处于互惠原则而形成对职业的忠

诚感 。情感认同是指个体情感上对职业的依恋 、认同和心理投入 ，从而形成维持

某一职业的愿望 。持续认同指个体知觉到自己离开某一职业而不得不承受成本

和代价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某一职业 。① 本研究在研制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

认同问卷时 ，首先是基于 Meyer 的三维职业认同理论编制初始问卷 ，也是本研

究提出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的三维理论构想的基础和依据 。

（二） Judge等的整合性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是学者 Judge等（２００５）在对核心自我评价模型和目标自我和谐

模型评判的基础上 ，认识到核心自我评价模型和目标自我和谐模型存在着内在

的联系 ，将核心自我评价模型（Core Self‐evaluation Model）和目标自我和谐模型
（Goal Self‐concordance Model）整合起来去解析工作的相关变量更为有效 。该

整合性理论模型的主要观点是核心自我评价与目标自我和谐关系密切 ；目标自

我和谐影响着工作相关变量 ；核心自我评价经由目标自我和谐影响着工作相关

变量 。这一整合性模型是本研究揭示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形成机制的理

论基础 。

（三） Schaufeli工作投入理论
该理论主要观点是工作投入表现为活力 、奉献 、专注三个维度 。活力是指具有

出众的精力与韧性 ，愿意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 ，不容易疲倦 ，面对困难时具有坚韧

力 。奉献是一种对工作的强烈卷入 ，伴随着对工作意义的肯定及高度热情 ，以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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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和受鼓舞的感觉 ；而专注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愉悦状态 ，感觉时间过得很

快 ，不愿意从工作中脱离出来 。① 该理论在学术界得到多次验证 ，同时基于该理论

所编制的测量工具被广泛运用 ，因素结构在不同文化 、不同职业群体中保持稳定 ，

信效度良好 。为此 ，本研究在高校体育教师工作投入依托 Schaufeli的三维理论 。

（四） 教师生涯发展阶段理论

学者傅树京遵循职业性成熟度发展过程规律 ，从教育职业化视角考察了教

师生涯发展阶段 ，提出教师职业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适应期

（３０岁以下） ，重点是实现从学生到教师角色 、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教育教学能力 、

从所学知识体系到所授知识体系的三个转化 ，强化职业道德和技能 ，完成教师角

色的实现 ，确立自己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个阶段为建立期（４０ ～ ３１岁） ，这一时期

的教师特点表现为心理更趋平衡 ，能力更趋综合 ，培训重点是提出新任务新要

求 ，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和教育观念 ，强化教育教学的胜任度 ；第三个阶段为成熟

期（５０ ～ ４１岁） ，该时期教师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重点是

排除职业厌倦 、道德感下降和职业能力滑坡等因素对专业发展的制约 ，改组知识

与能力结构 ，真正成为研究型教师 ；第四个阶段又称平和期（６０ ～ ５１岁） ，这一时

期教师充分体验到职业的艰辛和乐趣 ，具备了良好的心理品质和稳固的教育教

学特色 ，发展重点是吸纳新成果 ，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继续提高科研能力 ，把

多年的经验教训升华为教育理论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连绵不绝的直线发展历

程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② 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是在职在岗的高校体育

教师 ，因此 ，在后续分析普通高校体育教师职业认同 、职业规划及与工作后果变

量变化特征时以该理论为立论依据 。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论域 、研究思路 、
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论域

（一） 研究问题的确定

职业认同与职业生涯规划关系的研究通常有以下两条路径 ，第一种是从社

会认同的视角入口进行考察 ；第二种是从个体自我认同入口进行考察 。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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