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Management 现代管理, 2022, 12(5), 529-534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5070   

文章引用: 胡沛洁, 连晶莹, 杜敏, 雷臻阳. 心理契约视角下大学生社团柔性管理研究[J]. 现代管理, 2022, 12(5): 
529-534. DOI: 10.12677/mm.2022.125070 

 
 

心理契约视角下大学生社团柔性管理研究 

胡沛洁，连晶莹，杜  敏，雷臻阳 

武汉科技大学恒大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2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4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3日 

 
 

 
摘  要 

目的：为研究柔性管理在大学生社团中对组织内部成员心理契约构建的影响。方法：对400余名大学生

社团内部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测量所得的关系型、交易型心理契约与柔性管理量化结果进行相关性

分析。结果：得到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交易型心理契约与柔性管理的相关度分别为0.622和0.38。结论：

柔性管理可以促进大学生社团内部组织成员心理契约的构建，其中对关系型心理契约构建的正向促进作

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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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lexible manage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
logical contract of organization internal members in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Method: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more than 400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internal member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etween the measured rel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psy-
chological contracts and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of flexible management.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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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rel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nd flexible management were 
obtained as 0.622 and 0.3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lexible management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mong members of college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s more sig-
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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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

如何有效加强学生社团建设是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大学生普遍认为

自己参加的活动较少，未达一般水平且大学生社团成员之间交往的程度和密度均普遍偏低，造成这个现

象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社团内部管理刚性、社团的约束力不足或社团建设未能满足成员期望，从而使大

学生普遍缺失社团参与的积极性与持续性，致使心理契约违背的发生。本文从大学生社团与成员的心理

契约视角下，找出行之有效的柔性管理方法，旨在对高校社团组织柔性管理与成员的心理契约构建的关

系进行调查与探究，证明在大学生社团组织管理中柔性化的管理方式有利于成员的心理契约建构，从而

实施对社团组织有良好效益的行为，促进大学生社团的良好发展。同时在企业项目制逐渐普及的现实条

件下，团队化建设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尤为关键，而本文也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方法借鉴。 

2. 心理契约下柔性管理 

2.1. 心理契约下柔性管理的本质 

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的概念首先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美国著名组织心理学家 Argyris 教授

提出，他认为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之间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

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心理契约本质上就是把组织意志转化为个人

的自觉行动，使得组织及其每个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一整套没有明文规定却又协调一致的隐形期望，

为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和成员收益最大化提供保障。目前心理契约可分为广义心理契约和狭义心理契约。 
广义心理契约以学者 Levinson、Schein、Herriot、Kotter J. P 为代表，认为心理契约是“存在于组织

和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无形、内隐、不能书面化的期望，是在组织中各层级间、各成员间任何时候都广泛

存在的没有正式书面规定的心理期望”。 
不同于广义心理契约定位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级，狭义心理契约则以学者 Rousseau、Robinson、Kraatz

为代表，把主体定位在“个人”一个组织层级上，强调个体对双方交换关系中彼此义务的主观理解。

Rousseau 和 Parks 认为，虽然心理契约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交易性心理

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他们在关注点、时间框架、稳定性、范围和明确程度上存在差异。交易性心理

契约追求物质的，外在需求的满足，组织与个人责任界限明确；关系型心理契约追求社会情感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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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满足，组织与个人责任界限不清。 
由于大学生社团是高校大学生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自发组织形成的群众性团体，具有重视自我价

值实现、推崇自由民主平等、自我中心意识强烈等特征，组织层级相对松散，广义心理契约难以界定[1]。
因此本文将以狭义心理契约为理论支撑，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交易性心理契约两种类型视角下研究社团

柔性化管理对促进大学生社团组织成员心理契约构建的意义。 
柔性管理(Soft Management)是以“自我实现人”和“社会人”假设为前提，以组织成员为基础，强

调“以人为本”的管理形式。从组织成员的心理角度入手，依靠人性解放、民主管理、科学激励非强制

性手段，激发成员的内在驱动性，形成内在约束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成员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 
本文认为心理契约视角下大学生社团柔性管理的本质是在研究社团成员的心理以及行为规律的基础

上，采用柔性化管理手段，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尊重成员个性及发展差异，以此提高成员对组

织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高成员对社团活动的参与度，促进成员与组织间的心理契约构建。 

2.2. 心理契约违背 

心理契约违背是指个体对于组织未能履行其在心理契约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认知评估，它以个体

所感知的契约双方的承诺与实际提供内容之间的差距为基础，核心为消极情绪，即个体在产生了组织未

能履行心理契约中某些义务的破裂认知后而形成的情绪体验[2]。 
造成心理契约违背形成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为社团成员的预先期望、心理契约破裂的具体因素以及

违背本身的性质。除此之外，心理契约违背还受到个体差异、组织实践、劳动力市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中，社团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交流，对组织文化进行感知，进一步对组织的行为方式形成

预先期望；心理契约破裂的具体因素则主要集中在社团“官本位”特性严重、管理制度刚性、社团成员

关系冷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不同员工价值不同；而违背本身的性质受社团违背的幅度、预期与违背发

生的时间差等因素影响。 
心理契约违背后对社团成员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如社团成员心态发生变化，积极性、内在创造性

降低等。这严重违背了高校社团激发和培养大学生兴趣爱好的创办初衷。 

3. 数据论证 

3.1.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武汉某理工类大学社团成员，共发放 424 份问卷。将以下情况作为无效问卷

进行剔除：第一，答题时间短于 1 分钟；第二，所有题目都选择同一选项；第三，明显不存在参考意义。

剔除无效问卷 68 份后，最终得到 356 份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83.96%。 
问卷共 23 道题目，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柔性管理、交易性心理契约及关系型心理契约。 

3.2. 问卷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通常是分析量表是否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在管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应用比较

广泛的是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该系数在 0.8 以上表示信度极高，在 0.6 以上就可以接受。 
在量表的效度分析上，先采用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方法，只有当 KMO 达到标准值的同时，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 < 0.05，才适合做因子分析，量表才具有结构效度。 
1) 信度分析效度分析 
利用 SPSS26.0 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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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1. 可靠性分析 

变量维度 克隆巴赫系数 项数 

交易型心理契约 0.971 6 

关系型心理契约 0.982 8 

柔性管理 0.99 9 

 
由表 1 可知，各变量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9，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 
2) 效度分析 
对该量表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如下：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s spherical test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19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3384.179 6 

253 8 

0.000 9 

 
由表 2 可知，KMO 的值是 0.919，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为 0，因此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数据真实可靠，测试调查者问卷设计科学合理，即心理契约视角下大学生社

团柔性化管理具有调查研究价值。 

3.3. 相关性分析 

本文以 Pearson 相关系数为参照，采用线性相关分析来探究柔性管理与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

契约之间的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flexibility management and 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表 3. 柔性管理与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相关性 

 交易型心理契约 关系型心理契约 

柔性管理 

Pearson 相关性 0.242** 0.616**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N 356 356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表 3 可知，以 Pearson 相关系数为参照，采用线性相关分析得出柔性管理与心理契约的两个维度均

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柔性管理与关系型心理契约显著相关。证实了在大学生社团组织管理中柔性化的

管理方式有利于成员的心理契约建构，即在部门组织管理中恰当运用柔性化管理可以加强社团成员对组

织的满意度、忠诚度，从而加强两者之间的社会情感交换、促进社团参与度的提高，促进大学生社团的

良好发展。即柔性管理良性激发心理契约的同时[3]，推动社团内部心理契约的传递与交流，进一步为心

理契约构建提供坚实的基础与保障，最终促进社团心理契约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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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柔性化大学生社团管理中心理契约的构建方法 

4.1. 满足高层次心理需求，搭建心理契约平台 

根据数据调查，大学生参加社团的主要原因是提升自我综合素质和得到能力锻炼，即侧重于关系型

心理契约建构。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提升精神激励的可以从满足被尊重和

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等方面入手。因此应将成员兴趣、职业规划和社团发展目标相结合，搭建适合社

团成员的心理契约平台，力求营造公平、尊重和信任的社团氛围，有效平衡社团与社团成员之间的目标

差距。 
1) 强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融合 
学生社团作为学校开展“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

定位、彰显价值”为理念，借鉴“第一课堂”的做法，立足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给学生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物质及心理资源。让社团成员在开展的活动中获得心理上的成就感、满足感与归属感。 
学校上则应加强顶层设计，重视“第二课堂”的作用。相关职能部门应通力合作，使学生社团建设

紧扣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从工作内容、资源供给、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科学系统设计与整合拓展，客观

记录、认证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经历和成果，并从制度上给予激励，提升社团活动对于成员的重要程度。 
2) 构建社团的分层化培养培训体系 
学生加入某一类社团是希冀在发展、自身爱好的同时，不断使自己某一方面的技能得到锻炼，并且

希望在不断向社会和他人展示的同时，获得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加强自身的自信心，从而为培养健康的

人格打下基础。社团应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需求，采取分层分类的培养培训方式，杜绝

专业实践类社团活动“大锅烩”。另外，社团组织管理者要深化社团活动的实践环节，实现由“理论学

习”向“实践学习”的转变[4]，将社团建设成为第一课堂的有力补充与延伸，提升社团成员的综合能力。 

4.2. 构建社团文化理念体系，提升组织认同感 

社团活动要增强学生的主观价值认同感。在尊重个性、提倡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提倡“以人为本”

的社团文化，培育成员对社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依据社团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把社团目标转

化为社团成员的自发行动，使社团成员处于兴趣价值、道德准则和社群关系无形约束中。即把组织期望

通过社团文化的手段无形地影响到成员的心理认同与行为方式，使其驱动自我管理、承担责任，满足社

团管理者的心理期望。比如，社团管理者与成员，社团指导老师与成员，社团成员之间建立积极的情感

关系，以平等互促的心态交流，达到成员进步、社团发展的良好共赢。 

4.3. 以参与型和支持型领导方式为主，提高管理有效性 

在关系型心理契约的建构中，社团成员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强烈，因此社团管理层应采用更加民主

的参与型领导方式，扩大成员参与管理范围，手段包括通过商议获得决策，召开大会，共同创造可选方

案等，以此增强社团成员主人翁意识，使其愿意充分挖掘潜能。面对严峻竞争形势，若成员处于迷茫与

焦虑阶段，社团管理层则应以支持型领导的方式[6]，以尊重、关心、鼓励和包容的态度对待社团成员，

满足他们渴望被爱、被欣赏的心理以及追求卓越的心理需要，提高社团管理的有效性以及社团成员的归

属感。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心理契约引入大学生社团，通过选择 400 余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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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内部成员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测量所得的关系型、交易型心理契约与柔性管理量化结果进行相关性

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交易型心理契约与柔性管理的相关度分别为 0.622 和 0.38，
证实了柔性管理可以促进大学生社团内部组织成员心理契约的构建，其中对关系型心理契约构建的正向

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因此，为促进大学生社团内部组织成员心理契约的构建，应首先将重心放在柔性管理的实施上。大

学生社团要满足学生高层次心理需求，搭建心理契约平台；要构建社团文化理念体系，提升组织认同感；

要以参与型和支持型领导方式为主，提高管理有效性，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柔性化管理模式。 

5.2. 研究不足 

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本文仍存在局限性，尚需进一步探讨。例如，实证样本仍需扩展，增加

被调查学校和社团的数量与种类，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此外，结构方程模型以心理契约整体为自变量，

结构相对简单，未能探讨出心理契约具体内容与社团柔性化管理的联系；最后，本研究以社团成员作为

分析单位不够全面，如同时以不同社团作为分析单位，并应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HLM)，则可获得不

同层次中心理契约与社团柔性化管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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