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0, 10(1), 10-22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1002  

文章引用: 赵悦, 靳娟.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研究[J]. 现代管理, 2020, 10(1): 10-22.  
DOI: 10.12677/mm.2020.101002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Tak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s An 
Example 

Yue Zhao, Juan J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Received: Dec. 20th, 2019; accepted: Jan. 6th, 2020; published: Jan. 13th, 202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methods of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are used com-
prehensively, and statistical tools are use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tructur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era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has three second-order dimensions, including human-type 
psychological capital, work-typ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Hu-
man-typ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cludes 12 subdimensions: self-confidence, self-reflection, belief, pur-
suit of excellence,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optimism, independent thinking, self-challenge, self-control, 
calmness and anti-stress; work-typ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cludes 7 subdimensions: advancement, 
concentra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judgment of information, sense of purpose, courage 
and flexibility.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cludes 4 subdimensions: tolerance, respect, gra-
titude and empathy. The division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is study is independent and interre-
lated, with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t is important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om-
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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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利用统计学工具探究分析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心

理资本结构。本研究构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共有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二阶结构。具

体包括做人型心理资本、做事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做人型心理资本包括自信、自省、信念、

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乐观，独立思考、挑战自我、自控、沉静和抗压12个子维度；做事型心

理资本包括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敢和变通7个子维度；人际型心理资

本包括同理心、包容、感恩和尊重4个子维度。本研究三个维度的划分是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具

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对于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对于高校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

进行心理辅导和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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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资本，受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产生，是心理学的概念，指个体在成长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

极心理状态，凸显个体在心理方面的优势。大学生作为即将走入社会的一个年轻群体，研究该群体应具

有的积极心理资本，不仅有利于提升其在未来工作中的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提高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辅导和教育水平。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与其学业成就、未来就业的状况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蔡林(2017) [1]基于

自信、乐观、希望、韧性四个维度，以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重点研究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其学业成就的

内在作用机制。李朝霞、宋莉莉(2017) [2]基于心理资本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感恩行为的关系，得出大

学生通常具有较高的感恩水平，且其感恩的表现与心理资本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张培培、金晓琴(2017) 
[3]探讨了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资本与其未来职业决策难易程度的关系，说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在人际

关系困扰和职业决策困难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张国进、姚志强(2018) [4]结合时代背景，基于心理资本

探究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并在不同的人口统计条件下分析传统的心理资本四维度对大学生手机依

赖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需要继续深入，特别是有关大学生心理

资本的结构和测量，都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完善。 
此外，互联网的应用，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网络

文化不断影响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速，信息获取渠道增加，信息数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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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却质量上良莠不齐……网络可以带来扩展视野的机会，但同时也考验着大学生，他们的心理发展情势

严峻。互联网丰富了大学生心理活动，其心理资本也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因此，对大学生心理资本

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考虑时代背景和互联网因素。 
本研究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研究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心

理资本结构。首先，对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并在网络上收集视频资料，整理出可以体现互联网时代大学

生心理资本内容的陈述句，提炼出与心理资本相关的，并且符合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特点的内容。其次，

在上述基础上编制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并对问卷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检验。 
本研究旨在探索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在互联网时代的变化，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为互联网时代大学

生心理资本增加新的内涵，丰富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并为大学生心

理辅导和素质教育提供借鉴和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心理资本的概念 

Goldsmith、Arthur 和 Jonathan (1997) [5]最早提出心理资本的概念，彼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

后，在教育、医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开始有学者对心理资本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心理资本

内涵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特质论。该观点将心理资本视为个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

特质。Hosen 等(2003) [6]提出，心理资本是一种持久的内在心理基础构架，可以通过学习等途径进行投

资并获得。第二，状态论。此观点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系列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

态。Avolio 等(2004) [7]提出，心理资本包含了可以增强个体在工作中的满意度、敬业度和投入产出的积

极心理力量。第三，综合论。Avolio (2006) [8]认为心理资本不应被单一归为一种特质或状态，是一种类

状态，既有特质又有状态，是二者的结合体，既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不变(特质论)，又可以被适当

的措施干预，从而获得培养和提高(状态论)。 

2.2. 心理资本的维度 

Goldsmith, Veum 和 Darity (1997) [9]认为心理资本有两个维度：自尊和控制点。其中，自尊包括价值

观、善良、健康、外貌和社会能力；控制点有内、外控两个方面。Judge, Cole (2001, 2006) [10]认为心理

资本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四个维度。Luthans, Youssef (2008) [11]认为心理资本

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维度。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中国文化情境，对心理资本展开研究。田喜洲(2009) [12]提出心理资本不仅包括自

信、希望、乐观、坚韧四个维度，还包括积极能力、快乐(幸福)、情绪智力(情商)等结构维度。柯江林等

(2009) [13]提出中国本土情景中的心理资本结构具有二阶双因素结构：事务型心理资本(包括自信勇敢、

奋发进取、乐观希望与坚韧顽强)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括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与感恩奉献)。 

2.3. 心理资本的测量 

第一份心理资本量表由 Goldsmith 于 1997 [9]年开发，基于心理资本就是自尊的认知，《心理资本量

表》面世。Jensen (2003) [14]认为，心理资本包括希望状态、乐观状态、自我效能感和回复力状态四个维

度，开发了相应的《心理资本评价量表》。Page 等人(2004) [15]认为，心理资本有希望、乐观、自我效

能感(自信)、回复力、诚信五个要素，在测量心理资本时，采用《积极心理资本评价量表》。Luthans 等

人(2005) [16]开发《心理资本问卷(PCQ-24)》，将心理资本分为希望、乐观、回复力和自我效能感四个维

度。国内学者将测量本土化，柯江林等人(2009) [13]编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资本问卷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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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关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的研究 

目前，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进行了探索研究。 
曹杏田、励骅(2011) [17]拓展了柯林江发表的心理测量量表，探索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心

理资本上存在的差异。孟浩天，孙玫贞(2015) [18]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学生心理资本的成就动

机维度，分析乐观、希望、韧性、自我效能、成就动机 5 个维度在不同人口特征下的差异。吴旻、谢世

艳和郭斯萍(2015) [19]提出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六个维度：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宽恕和亲社会。 
孟万金、官群(2009) [20]通过对 1300 名中国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进行测量，编制了《中国大学生积极

心理品质量表》，用六个分量表共 20 个项目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进行描述，六个维度分别是：智慧、

勇气、人际、公正、节制和超越。肖雯、李林英(2010) [21]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进行了探索，并初步编

制了大学生心理资本测量量表，提出大学生心理资本具有自我效能、乐观、韧性、感恩、兴趣 5 个维度。 
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Ji Won You (2016) [22]探索了韩国大学生心

理资本、学习能力与参与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习能力显著正相关，学习能力作为

中介变量，充分调节了心理资本与参与的关系。Batel Hazan Liran，Paul Miller (2017) [23]探讨了心理资本

与大学生学业适应的关系，认为这是支撑学业成功的潜在因素。Christopher，Jessica，David (2017) [24]
的主要研究重点是亚裔美国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种族主义等因素对其心理资本的影响。Priscilla Rose 
Selvaraj 和 Christine Suniti Bhat (2018) [25]基于 Luthans 等人(2007) [26]对于心理资本的分类，研究心理资

本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表明，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力量，显著提高了他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 

2.5. 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现有研究在心理资本的内涵确定、结构测量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总的看，

对于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有关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结构、测量等方面，都有待进一

步研究和完善。而且，互联网作为新的时代背景，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前人的

研究较少基于互联网视角审视和分析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时和陈旧。本文将互

联网背景作为研究的大背景，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结构展开深入研究。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 

3. 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研究的研究 

3.1.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陈述句的收集、整理和提炼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网络互联的背景给予大学生心理

资本以什么样的新内涵？”这两个问题是探索性的，因此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收集。

与此同时，还采用网络视频采访资料、开放式问卷的方式，获取陈述句资料。 

3.1.1. 心理资本陈述句收集过程 
1) 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访谈样本包括本科在读的 7 名大学生，年龄分布于 18~22 岁，其中，男性 3 人，女性 4 人，

对每位受访者采取面谈的方式，进行时长大约为 1 小时的访谈。 
2) 网络资料 
研究者通过在百度及各大视频网站，搜索关于在校大学生的访谈视频，包括其学习成绩、科研项目、

在校生活等。网络资料中的 6 名大学生，男性 4 名，女性 2 名，年龄为 18~23 岁。研究者对其访谈视频

进行陈述句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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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式问卷 
为了更多地收集有关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内容，本研究同时采用开放式问卷收集条目。开

放式问卷涉及以下问题：大学期间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优秀；遇到考试不理想的情况会如何克服；在大

学期间是否参加过创业项目，遇到问题时如何解决；大学期间是否遇到特别有成就感的事；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有了什么新的内涵和定义。开放式问卷主要在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班级中发放，共发

放问卷 32 份，回收 32 份。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符合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特点的有关积极心态的

陈述句并进行整理。 

3.1.2. 心理资本陈述句整理与归类 
将访谈所得的录音和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再结合网络资料和开放式问卷得到的文本资料，共得到 324

个陈述句。 
对 324 个初始陈述句进行审查，删去与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明显无关或不符合要求的、表达

不清的 32 条陈述句剩下 292 条陈述句，再次进行语义合并提炼，最终获得 155 条陈述句。 
笔者根据搜集到的 155 条陈述句，进行开放式编码，挖掘出 23 个维度，分别为：包容、尊重、感恩、

同理心、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敢、变通、乐观、自信、自省、信念、

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挑战自我、自控、沉静、抗压。 
根据上述 23 个维度，研究者通过回归原始资料，寻找上述维度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为了系统整合上

述一级类别之间的联系，组织 5 位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进行编码讨论，构建出心理资本的

三个维度，即：做人型心理资本(乐观、自信、自省、信念、追求卓越、韧性、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

挑战自我、自控、沉静、抗压)、做事型心理资本(上进、专注、责任感、对信息的理性判断、目标感、果

敢、变通)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包容、尊重、感恩、同理心)。 

4.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与数据收集、分析 

上述通过主题分析法初步构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是否科学，尚需要用定量方法进行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利用 SPSS 和 Amos 等数据分析工具，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检验、效度

检验和因子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4.1. 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 

根据前述 155 个陈述句，参考国内外目前已有的成熟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对问卷进行编写。

询问被访者的实际心理感受是否与所描述题项相符合或者一致，顺序由低到高与程度从 1 (“完全不符合”)
到 5 (“完全符合”)一一对应。 

为了确保问卷的效度，我们在大规模分发问卷前对 15 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班级的学生进行了小规模

测试，要求他们对问卷进行独立作答。根据问卷答题者的意见和建议对问卷进行修改和调整后，最终得

到包含 26 个题项的初始心理资本问卷，其中用来测量做人型心理资本的有 13 个题项，8 个题项被用来

测量做事型心理资本，5 个题项被用来测量人际型心理资本。 

4.2. 数据分析 

4.2.1. 统计性分析 
通过对 132 份问卷填写者的信息进行分析可知，其中，男性占 36.3%，女性占 63.7%；年级：大一

47 位，大二 26 位，大三 24 位，大四 35 位。所学专业：工科 29 人，文科 39 人，理科 43 人，其他专业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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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考察量表的信度，见表 1。一般来说，Cronbach’s Alpha 系数

在 0.9 以上说明量表信度极好；在 0.8 以上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不用删减任何题目；0.7 说明量表信度

是可以接受的。对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三个维度的测量题项分别进行了信度检验，总体的信度系

数值为 0.955 (>0.9)，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较好。对于“项已删除的 α系数”，分析项被删除后，信度系数

值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说明题项应可全部保留。针对“CITC 值”，分析项对应的 CITC 值均高于 0.3，
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信度水平良好。综上所述，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

用于进一步分析。 
 
Table 1. Reliability 
表 1. 信度 

Cronbach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系数 Cronbach α系数 

和他人交往时尝试去理解对方，即使我们在观点上不一致 0.391 0.956 

0.955 

我尊重不同生活习惯和爱好的同学 0.368 0.956 

我感恩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0.555 0.955 

我经常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0.488 0.955 

我善于推己及人 0.527 0.955 

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0.693 0.954 

我对承担的任务很投入，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多 0.579 0.954 

对于要做的事情，我会有担当 0.716 0.953 

互联网时代，要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冷静思考 0.438 0.955 

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606 0.954 

一旦定下长期目标，接下来还要制定阶段性目标 0.51 0.955 

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付诸行动 0.639 0.954 

遇事要变通，如果一条路行不通就变换一种方式 0.553 0.955 

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0.714 0.953 

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学好做好 0.714 0.954 

吾日三省吾身 0.625 0.954 

我觉得自己一定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0.701 0.954 

要么不去做，要么做到最好 0.677 0.954 

遇到困难和瓶颈，不要放弃 0.655 0.954 

处于逆境的时候，坚持才能成功 0.667 0.954 

努力后的收获会让我有成就感 0.614 0.954 

遇到复杂的情况时，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617 0.954 

我会为自己制定较高目标 0.558 0.955 

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克制自己 0.625 0.954 

遇到复杂事情时，要让自己静下心来认真处理 0.733 0.953 

我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缓解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0.61 0.954 

 
进一步进行研究数据，如表 2 所示，做事型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94，做人型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40，人际型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16，说明该量表信度较好，所有题项都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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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liability 
表 2. 信度 

维度 项数 Cronbach’s Alpha 

人际型 5 0.816 

做人型 13 0.940 

做事型 8 0.894 

4.2.3. 探索性因子检验 
1)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在进行数据的因子分析时，我们应首先进行判断数据是否符合条件。对收集到的数据样本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对于 KMO 值来说，KMO 值用于判断是否有效度，如果此值高于 0.8，则说明

效度高；如果此值介于 0.7~0.8 之间，说明效度较好，如果此值介于 0.6~0.7，则说明效度可接受，如果

此值小于 0.6，则说明效度较差。 
从表 3 可知，调查数据的 KMO 检验值为 0.901 > 0.6，说明该量表进行因子分析效果较好。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3094.538，数值比较大，显著性概率为 0.000 (P < 0.01)，认为量表的

效度结构好，各变量的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各变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Table 3. The test of Kmo and Bartlett 
表 3.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01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094.538 

df 630 

Sig. 0.000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的过程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并采用正交法(Varimax)进行因

子旋转，固定抽取出 3 个因子。表 4 结果显示：三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 52.042% (>30%)，所以认为

量表的解释度较好。表 5 为旋转后的因子矩阵表，可将 26 个问题选项归类为三类因子。说明本研究对互

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的三个维度的划分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 
 
Table 4. Total variance of interpretation 
表 4. 解释的总方差 

方差解释率表格 

因子编号 
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方差解释率 

特征根 方差 
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 

解释率% 累积% 特征根 方差 
解释率% 累积% 

1 14.454 40.149 40.149 14.454 40.149 40.149 7.643 21.23 21.23 

2 1.676 4.656 46.799 2.394 6.65 46.799 6.29 17.472 38.702 

3 1.448 4.021 52.042 1.888 5.243 52.042 4.803 13.341 52.042 

4 1.041 2.89 56.699 - - - - - - 

5 0.992 2.756 60.72 - - - - - - 

6 0.897 2.491 66.91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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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817 2.27 69.672 - - - - - - 

8 0.712 1.977 72.163 - - - - - - 

9 0.696 1.934 74.433 - - - - - - 

10 0.586 1.627 76.41 - - - - - - 

11 0.555 1.542 78.344 - - - - - - 

12 0.442 1.227 83.434 - - - - - - 

13 0.401 1.115 84.976 - - - - - - 

14 0.378 1.051 88.893 - - - - - - 

15 0.358 0.995 90.007 - - - - - - 

16 0.332 0.923 91.058 - - - - - - 

17 0.293 0.813 92.053 - - - - - - 

18 0.238 0.662 92.976 - - - - - - 

19 0.22 0.612 94.627 - - - - - - 

20 0.201 0.557 96.048 - - - - - - 

21 0.177 0.492 96.661 - - - - - - 

22 0.16 0.446 97.218 - - - - - - 

23 0.149 0.414 98.221 - - - - - - 

24 0.134 0.373 98.667 - - - - - - 

25 0.109 0.303 99.081 - - - - - - 

26 0.087 0.243 99.454 - - - - - - 

 
Table 5. Factor load factor 
表 5. 因子载荷系数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和他人交往时尝试去理解对方，即使我们在观点上不一致 0.241 −0.005 0.54 0.35 

我尊重不同生活习惯和爱好的同学 −0.079 0.224 0.658 0.49 

我感恩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0.445 0.112 0.457 0.42 

我经常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0.059 0.177 0.779 0.641 

我善于推己及人 0.138 0.224 0.693 0.55 

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0.707 0.211 0.277 0.622 

我对承担的任务很投入，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多 0.544 0.289 0.171 0.409 

对于要做的事情，我会有担当 0.667 0.217 0.369 0.628 

互联网时代，要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冷静思考 0.577 0.036 0.265 0.404 

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768 0.096 0.163 0.626 

一旦定下长期目标，接下来还要制定阶段性目标 0.344 0.299 0.295 0.294 

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付诸行动 0.599 0.241 0.288 0.499 

遇事要变通，如果一条路行不通就变换一种方式 0.514 0.106 0.424 0.456 

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0.355 0.758 0.073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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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学好做好 0.381 0.634 0.208 0.591 

吾日三省吾身 0.361 0.602 0.101 0.503 

我觉得自己一定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0.58 0.514 0.107 0.612 

要么不去做，要么做到最好 0.333 0.704 0.159 0.631 

遇到困难和瓶颈，不要放弃 0.442 0.641 0.038 0.608 

处于逆境的时候，坚持才能成功 0.505 0.641 -0.025 0.667 

努力后的收获会让我有成就感 0.222 0.698 0.189 0.572 

遇到复杂的情况时，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0.112 0.68 0.367 0.609 

我会为自己制定较高目标 0.097 0.728 0.202 0.58 

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克制自己 0.217 0.603 0.332 0.52 

遇到复杂事情时，要让自己静下心来认真处理 0.425 0.504 0.387 0.585 

我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缓解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0.294 0.433 0.41 0.441 

提取方法：主成份。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 
 

在三个维度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子维度，这些子维度的重要性也存在差距。人际型心理资本中最重要

的是同理心，其余依次是尊重、包容和感恩；做事型心理资本中最重要的是目标感和上进，其余依次为

责任感、果敢、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专注和变通；做人型心理资本中，最重要的是乐观，其余依次为挑

战自我、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韧性、自信、自控力、自省、信念、沉静、抗压和追求卓越。 

4.2.4. 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 Amos 对问卷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模型拟合指数作为统计指标，考察所建立模型对数

据的拟合程度，考察理论模型与数据的适配程度。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Index table of syndrome factor analysis 
表 6. 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数表 

指标名称 2χ  df 2χ /df GFI RMSEA NFI RFI CFI 

评价标准   < 3.00 > 0.900 < 0.050 > 0.900 > 0.900 > 0.900 

本模型数值 918.668 556 1.652 0.925 0.071 0.932 0.970 0.971 

 
根据表 6 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 2χ /df 小于 3，RMSEA 在 0.050 范围

内，NFI、GFI、CFI 均在 0.900 以上，说明所有指标均达到了拟合优度的判定标准，即从整体上看，该

模型的建立是有说服力的，所提取的三个一级维度：人际型、做事型和做人型心理资本与问卷调查所获

数据是相匹配的，该模型得到了数据支持。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最终构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具有二阶三维度，包括做人型心理资本、做事型

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其中，做人型心理资本包含乐观、挑战自我、自我效能感、独立思考、韧

性、自信、自省、信念、沉静、自控、抗压和追求卓越 12 个子维度；做事型心理资本包含目标感、上进、

责任感、果敢、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专注、变通 7 个子维度；人际型心理资本中包含同理心、尊重、包

容、感恩 4 个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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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发现，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做人型心理

资本中的自信、乐观、韧性、自我效能感和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本文提出的 8 个新维度包括：挑战自

我、独立思考、自控、自省、信念、沉静、抗压和追求卓越。这与大学生在当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密不

可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及时性和方便性给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挑战自我、追求卓越就成

为大学生心理资本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使得大学生在面

临扑面而来的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时，应该学会甄别和判断，从大量的信息中获取有用的信息提升自己，

同时也要学会处理网上关于各种事件的正面和负面信息，这就需要信念、自省、沉静、自控力、抗压、

独立思考等心理资本发挥作用。 
做事型心理资本的 7 个子维度：目标感、上进、责任感、果敢、对信息的理性判断、专注、变通，

是本次研究新提出的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应具有的心理资本。虽然前人的研究中没有系统的提出做事型心

理资本的维度，但这些心理资本都是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时代，目标、上进、责任感，都是成功

的必备素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对信息的理性判断变得异常重要，时代的迅速发展和变化，需

要大学生做事果敢，学会根据情景的变化做出变通。 
人际型心理资本中包含同理心、尊重、包容、感恩 4 个子维度。感恩与田喜州所提出的维度一致，

其余 3 个子维度是本次研究新提出的维度。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和相处变得尤其重要，在人际

交往中，同理心、尊重、包容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本研究三个维度的划分突出了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积极心理状态和积极心理能力，这三个维度是独

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做人型心理资本是做事型心理资本的前提和基础，做事型心理

资本是做人型心理资本的拓展和应用，而人际型心理资本则是做人型和做事型心理资本的升华。这三个

维度的划分，有利于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为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也

有利于高校开展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为提升教育水平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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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调查问卷 
您好： 
我们正在进行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心理资本结构的调查，需要您的帮忙。本问卷匿名填写，所得资料仅用

于学术研究，不涉及任何隐私或商业机密，请您放心。您的回答对我们很重要，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择最符合您真实情况的选项。 
感谢您的支持！ 
1.您的性别[单选题]* 
男/女 
 
2.年级 [单选题]*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3.所学专业类型 [单选题]* 
文科/理科/工科/其他 
 
4.每天的上网时间 [单选题]* 
1 小时以下/1～3 小时/3～5 小时/5 小时以上 
 
5.下面一些句子是有关一些行为或者感受的描述，请您仔细阅读下列题项，在最符合您的情况数字下进

行选择，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请如实作答。其中 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表一般

符合，4 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矩阵单选题]* 
 

题项 1 2 3 4 5 

和他人交往时，我尝试着去理解对方，即使我们在观点上不一致。 ○ ○ ○ ○ ○ 

我经常和同学、室友和老师沟通交流。 ○ ○ ○ ○ ○ 

在项目团队中，尽量说服别人很重要。 ○ ○ ○ ○ ○ 

我尊重不同生活习惯和爱好的同学。 ○ ○ ○ ○ ○ 

我感恩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 ○ ○ ○ ○ 

真诚合作是一个团队成功的基石。 ○ ○ ○ ○ ○ 

我经常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 ○ ○ ○ ○ 

我善于推己及人。 ○ ○ ○ ○ ○ 

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 ○ ○ ○ ○ 

我对承担的任务很投入，花费时间和精力较多。 ○ ○ ○ ○ ○ 

对于要做的事情，我会有担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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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互联网时代，要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冷静思考。 ○ ○ ○ ○ ○ 

放下浮躁的心，踏实前进，一步一个脚印。 ○ ○ ○ ○ ○ 

我的学习和计划要根据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来安排。 ○ ○ ○ ○ ○ 

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 ○ ○ ○ ○ 

一旦定下长期目标，接下来还要制定阶段性目标。 ○ ○ ○ ○ ○ 

既然确定了目标，就应该朝着它全力以赴直到实现。 ○ ○ ○ ○ ○ 

与同学、朋友之间展开公平竞争。 ○ ○ ○ ○ ○ 

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付诸行动。 ○ ○ ○ ○ ○ 

遇事要变通，如果一条路行不通就变换一种方式。 ○ ○ ○ ○ ○ 

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 ○ ○ ○ ○ 

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学好做好。 ○ ○ ○ ○ ○ 

吾日三省吾身。 ○ ○ ○ ○ ○ 

我会反思自己在学习中的失误并进行改进。 ○ ○ ○ ○ ○ 

我觉得自己一定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 ○ ○ ○ ○ 

四年都要一贯，贵在坚持。 ○ ○ ○ ○ ○ 

要么不去做，要么做到最好。 ○ ○ ○ ○ ○ 

遇到困难和瓶颈，不要放弃。 ○ ○ ○ ○ ○ 

处于逆境的时候，坚持才能成功。 ○ ○ ○ ○ ○ 

当遇到不顺心的时候，我会及时处理沮丧的情绪。 ○ ○ ○ ○ ○ 

努力后的收获会让我有成就感。 ○ ○ ○ ○ ○ 

遇到复杂的情况时，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 ○ ○ ○ ○ 

我会为自己制定较高目标。 ○ ○ ○ ○ ○ 

不受外界的干扰，能克制自己。 ○ ○ ○ ○ ○ 

遇到复杂事情时，要让自己静下心来认真处理。 ○ ○ ○ ○ ○ 

我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缓解学习和生活所带来的压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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