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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育人的功能$来自高校教师服务型

领导方式及其作用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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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采用服务型领导问卷#个人目标问卷#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对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教师服务

型领导方式正向预测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而学生目标自主性在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这表明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既可直接对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产生积极影响"又可通过学生目标自主性对意

向性自我调节产生间接作用! 因此"在推进'服务育人(的进程中"需要凸显高校教师特别是政治辅导员的服务型领导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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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问题的提出

'服务育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中'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它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育人路径#是

指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把握学生成长

发展需要#提供靶向服务#增强供给能力#积极帮

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合理诉求#在关心人%

帮助人%服务人中教育人%引导人& 这一教育理念

早在 !$$5年中央 %#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中便有明确表述#并与'三全育人(相结合#形

成了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举

措& 从'全员('全程('全方位(三个方面来调动

育人力量#构建'服务育人(立体结构#成为了高

校教育实践者们积极探索的新方向& 然而#过去

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理论层面的解读和实践层面的

操作& '服务育人(的深入推进还需从其功效层

面寻找更多的证据#以便为'服务育人(增添新的

活力#指引教师不断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认为极具应用前景的服

务型领导模型!具有借鉴价值& 自领导方式这一

组织行为学概念被提出以来#发展心理学家逐渐

达成共识#认为发源于管理学领域的领导理论在

学校教育中同样具有适用性#并针对教师领导风

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发展和社交模式的影响

机制进行了大量探索"

& 教师可以被视为领导

者***这是因为学校本质上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

的小型社会#而教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

用#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深

刻的影响#

& 教师领导方式便是指教师在教育活

动中展现的一系列态度和行为#通过创造有利的

发展情境#支持和促进学生各方面成长$

&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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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领导方式"QTOWN/SKTN&TOQG(X$作为一种'以他人

为先("'SGTO

2

'O(T/ST& NXXO'N.G$的领导力取向#其

特点集中体现在服务而非管理%关心而非控

制!"

& 国内外管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发现服务

型领导行为对员工行为%态度和表现存在积极影

响#

& 学术界对服务型领导方式在育人上的作用

长期以来保持着关注#并逐渐进入实证研究阶段&

近些年来在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学

者开始关注服务型领导方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

适应性$

& 在教育实践领域#教师服务型领导方

式被定义为!教师作为服务者以学生利益为中心

开展的教育实践& 持这类领导方式的教师关注学

生个人的需求和兴趣#通过关怀%鼓励和授权来推

动学生的成长#致力于为学生实现自我价值提供

服务%

& 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契合了'以人为本#

服务育人(的理念#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单向的%专

制的%自上而下式的教育思路#是对教师角色的新

定位&

#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个性发展和适应能力

等能产生积极影响&

在大学阶段#除了专业学习外#学生更希望老

师关注他们的内心体验与感受#教师的关心和了

解成为良好师生关系的核心要素'(

& 在积极青

年发展领域"X'Q(S(WTI'JSG &TWTK'XRT/S$中#大学

生的积极发展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自身的发展

意图和目的性行为有关#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大

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行为上& 意向性自我调节

"(/ST/S('/NKQTKLOTCJKNS('/$指的是个体以优化自

身发展为目的#积极协调环境中的资源和自身需

求之间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目标导向行为& 与意

向性自我调节有关的行为包括目标设定%计划行

动%寻求指导和帮助%优化环境%自我评估和反思#

以及对自身动机%注意%情绪和决策的控制)

& 进

入大学后#学生的自我同一性逐渐成熟#个人目标

和发展任务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加之大学的管理

相对宽松#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自主

性& 师生关系与中小学时期相比更平等和民主#高

压%管教式的教育方式并不适合大学生& 因此#高

校教师的行为方式也应契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

点以及高校师生关系的特殊性#以取得良好的育人

效果& 研究发现#在学习任务的初始和进行阶段#

高水平的教师领导行为能激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和兴趣#从而制定更合理的行动计划#动机更强并

更投入*+,

& 而在学习任务结束后的反思阶段#教

师引导学生进行合理评价和积极归因#可以帮助

学生保持动力和投入#为之后的高自我调节行为

奠定基础*+-*+0

& 可以发现#教师以关系型%服务型的

方式引导学生成长#创造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对学

生一系列适应性调节策略的成熟和完善带来显著

好处& 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正

向预测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假设 %$&

以目标为导向的自我调节行为是主动且刻意

的& 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实现目标的

过程中#个体有体验到自主感的需要***依照自

身意愿做出选择和决定*+1

& 个人目标自主性"XTOH

Q'/NKC'NKNJS'/'RI$指的是个体的目标出于自我

意愿"如兴趣%价值观等$的程度& 8T.(和 ÎN/

认为#真正有效的行动来源于个体对目标的内在

认可和发自内心的行动愿望#因而对目标和行动

的自主感是服务型领导与个体行为表现之间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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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 ÎN/)G%",7++B+>0)3>

2

,)')$2("%'(+" $)0)%$&/N?+&/)0')$#@U!V/(WTOQ(SI'L̂ '.GTQSTÒ OTQQ#!$$!#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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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介因素& 关系发展系统理论"OTKNS('/NK&TWTKH

'XRT/SNKQIQSTRQ$同样强调人作为'主动的有机

体("N.S(WTNCT/SQ$#在个人2情境交互作用中会主

动利用自身内部因素改变环境#使之更符合自身

发展需求!

& 实践和研究发现#学生对自主目标

有更强的认同和内在动机#从而更为积极投入#坚

持不懈& 服务型的教师行为给予学生对于目标%

计划%方法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激发了学生的自我

效能和兴趣#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时间管理%自我监

控%深度加工等意向性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

&

由此#本研究假设学生目标自主性在教师服务型

领导方式与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 !$& 除此之外#国内外研究还发现#受荷尔

蒙水平等生理因素和社会性别角色期望的影响#

男生的自我动机水平%成就目标和内部动机均高

于女生$

& 女生在进行目标设定和调整时会更多

地考虑自身以外的因素#如家庭期望和社会规范

等%

#这也对女生的目标自主性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 男女生群体的目标自主性在教师服务型领导

方式与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也应有所区别& 因此#本研究还假设学生目标自

主性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假设 "$&

二3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文对湖南四所高校"两所本科%两所高职$

共 +#+名大学生进行方便取样#男生 5*5 人#女生

5%5人)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分别为 "%*%!++%!#*

名)年龄分布在 %1f!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

v!)5*岁&

!二"调查工具

%)服务型领导问卷

采用9NOYJS'和]GTTKTO编制#孙健敏和王碧

英修订的服务型领导问卷&'

#要求被试者对本人

影响最大的一位教师的服务型领导行为进行评

估& 问卷共 %*个题目#包含情绪抚慰%理性说服%

利他导向%智慧启迪%社会责任 * 个维度#采用 *

点计分#从 %"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 本

次实测中问卷的FO'/YN.G/Q

!

系数为 $)++&

!)个人目标问卷

采用个人目标问卷(测查被试者的目标自主

性& 调查对象被要求自由列举近期的四项个人目

标#然后对每个目标的自主程度逐一进行评价&

自主程度分为四类!外在目标"追求这一目标是

因为别人希望我这样做或者环境使我不得不这样

做$%内摄目标"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如果不这样

做我会觉得惭愧%内疚或者焦虑$%认同目标"追

求这一目标是因为我认为这一目标的确重要$%

内在目标"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它能带给我激情

和愉悦感$& 评价采用 * 点计分#从 %"非常不同

意$到 *"非常同意$& 依照 ÎN/ 和 F'//TK提出

的方法#将四类目标自主性维度合成为一个自主

指数#自主指数越大说明目标的自主性程度越高&

具体计算方法为!外在目标n

"

2

!$

i内摄目标n

"

2

%$

i认同目标n

"

i

%$

i内在目标n

"

i

!$

)

& 该方法

在目标自主性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 本研究中#

调查对象在所列出的四个目标上#动机来源的一

致性较高#FO'/YN.G/Q

!

系数在 $)15f$)+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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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OYJS'#]GTTKTO)';.NKT&TWTK'XRT/SN/& .'/QSOJ.S.KNO(L(.NS('/ 'LQTOWN/SKTN&TOQG(X()P$+5<R!$6%"(Q%'(+" 1%"%6)2)"'#!$$#""$!"$$

2

"!#)

孙健敏#王碧英!+公仆型领导!概念的界定与量表的修订,#+商业经济与管理,#!$%$年第 *期&

_RR'/Q)' T̀OQ'/NKQSO(W(/CQ!4/ NXXO'N.G S'XTOQ'/NK(SIN/& QJY-T.S(WTZTKK

2

YT(/C()=+5$"%3+>#)$0+"%3('.%", -+&(%3<0.&/+3+6.#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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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意向性自我调节问卷

采用aOTJ/& 和 9NKSTQ编制的青少年意向性

自我调节问卷测查大学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该

问卷包含 5个维度#共 !5 个题目#即选择"如'我

总是在特定的时间专注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优化"如'为了实现目标#我会尽可能地尝试各种

途径与方法($%补偿"如'如果老办法不管用#我

会寻找其他方法来实现它们($%基于丧失的选择

"如'如果原先的目标难以达到#我会转而专注于

最基本的目标($

!

5 个方面& 问卷采用 * 点计

分#从 %"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

表示大学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能力越强& 本次调

查中问卷的FO'/YN.G/Q

!

系数为 $)<5&

!三"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按以下步骤进行!"%$利用 ; ;̀; 软

件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相关分析)""$

使用MXKJQ1)$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对目标自主

性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模型拟合的评价指标包

括?1-@9%*I:%4J:%-?1?和/

!

,,>&

三3调查结果

!一"BNORN/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当几个变量用同一方法进行测量或数据取自

同一被试群体时#易导致变量间产生虚假的共同

变异#又被称为共同方法变异".'RR'/ RTSG'& WNH

O(N/.T#FMp$& 这部分变异是一种系统误差#不

能代表潜在构念之间的真实关系#严重的将影响

测量效度& 因此#近年来在心理学%组织管理学等

行为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报告了共同

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以确保共同方法变异对测

量效度的干扰在可控范围内#其中绝大部分研究

使用的是BNORN/单因子检验方法& 这种方法认

为!若存在一个方法因子对所有项目共同变异的

解释力超过了 *$e"国内一般以 5$e为临界标

准$#则共同方法偏差严重"

& 本研究采用

BNOR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因素分析发现有 < 个特征根大于 % 的因子#第一

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 !1)*"e#小于 5$e#因此说

明本研究的数据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二"各变量的年级#性别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检验和方差分析检验本研究

各变量在年级和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发

现#学生对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的感知%学生目标

自主性和意向性自我调节均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

异"<>$)$*$& 学生在意向性自我调节得分上也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女生感知到更多的教

师服务型领导方式"'

l2

!)"51# <=$)$*$#而男生

的目标自主性程度更高"'

l

+)*!<# <=$)$%$"见

表 %$&

表 %3各变量在年级和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1v-S"

变量

服务型领导方式 目标自主性 意向性自我调节

年级

大一"/

l

"%*$ !")!$v!)+< ")$5v")$" "$)$#v*)$"

大二"/

l

!++$ !")55v!)*1 ")%#v")%" "$)<*v5)<1

大三"/

l

!#*$ !!)+1v")"# ")*"v")!% "$)+1v*)$$

I !)#%5 %)+<* !)<%+

性别

男生"/

l

5*5$ !!)<#v")!% ")<+v")%# "$)##v5)1*

女生"/

l

5%5$ !")5"v!)#% !)!*v!)+$ "$)*5v*)!1

' 2

!)"51

$

+)*!<

$$

$)"##

333333333注!

$

<=$)$*#

$$

<=$)$%

33!三"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经相关分析发现#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学

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

l

$)"5# <=$)$%$#学生目标自主性与意向性自我

<1%

!

"

aOTJ/&#9NKSTQ)'E(LT

2

RN/NCTRT/SQSONSTC(TQ'LQTKT.S('/#'XS(R([NS('/#N/& .'RXT/QNS('/!MTNQJOTRT/SYIQTKL

2

OTX'OSN/& .'/QSOJ.SWNK(&(H

SI()=+5$"%3+>#)$0+"%3('.%", -+&(%3#0.&/+3+6.#!$$!"5$!#5!

2

##!)

'̀&QN0'LL#MN.:T/[(T#ETT#TSNK)'F'RR'/ RTSG'& Y(NQTQ(/ YTGNW('ONKOTQTNO.G!4.O(S(.NKOTW(TZ'LSGTK(STONSJOTN/& OT.'RRT/&T& OTRTH

&(TQ()=+5$"%3+>%<<3(), <0.&/+3+6.#!$$""*$!+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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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l

$)!1# <=$)$%$#表明

它们都是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预测因素& 教师

服务型领导方式与学生目标自主性之间也呈显著

正相关"$

l

$)!%# <=$)$%$#说明自变量%因变量

与中介变量之间都具有相关性#适合进行后续的

中介效应检验&

!四"目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目标自主性在

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和大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之

间的中介作用#如图 % 所示& 以服务型领导方式

的五项指标作为潜变量服务型领导方式的观测变

量)以选择%优化%补偿%基于丧失的选择策略作为

潜变量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观测变量& 结果显示各

项拟合指标良好!?1-@9

l

$)$+#*I:

l

$)<1#4J:

l

$)<##-?1?

l

$)$"#

/

!

,,>

l

!%+)+$#<=$)$%& 教师

服务型领导方式对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直接效

应路径系数为 $)"%#<=$)$%#表示教师服务型领

导方式能够正向预测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假设

%得到支持&

图 %3服务型领导方式&目标自主性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关系模型图

注'

$$$

<=$)$%

33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对学生目标自主性的路

径系数为 $)!!#<=$)$%& 学生目标自主性对意向性

自我调节的路径系数为 $)!%#<=$)$%& 利用偏差校

正的百分位9''SQSONX法"重复取样 % $$$次$#检验

目标自主性在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大学生意向

性自我调节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目标自主性

中介效应的 <*e置信区间为8$)$15# $)%1$9#未包

含零#则说明目标自主性在服务型领导方式与意向

性自我调节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5)<$e#假设 !得到支持&

!五"目标自主性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

前文差异性分析提示大学生在教师服务型领

导方式的感知和目标自主性方面存在性别差异&

为探究目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按照上面同样的方法#本研究分别建立并

检验男生和女生两个群体的中介模型& 结果显

示#目标自主性的中介效应主要表现在男生群体

中#而在女生群体目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假设 "得到支持&

图 !3目标自主性的性别差异"括号外为男生!括号内为

女生#

具体来说#男生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见图

!$#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对其目标自主性%意向

性自我调节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

l

$)"$#<=$)$%)

%

l

$)"*#<=$)$%$#目标自主性对意向性自我调节

的路径系数也显著"

%

l

$)!+#<=$)$%$& 从表 ! 中

也可看出#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对学生意向性自

我调节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e置信

区间分别为8$)*$!# %)%+$9和8$)%!*# $)!+!9#均

不包含零& 以上结果说明#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

能直接预测男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目标自主性

在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男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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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 !5e&

女生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见图 !$#教师服

务型领导方式对女生目标自主性和意向性自我调

节的路径系数显著"

%

l

$)%##<=$)$%)

%

l

$)!##<=

$)$%$#而目标自主性对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路径系

数不显著"

%

l

$)$+#<>$)$*$& 表 ! 结果显示#教

师服务型领导方式对学生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直接

效应显著#说明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能直接预测

女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 但服务型领导方式对意

向性自我调节的间接效应不显著#<*e置信区间

为8

2

$)$$*# $)$<"9#包含有零#说明女生目标自

主性在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意向性自我调节之

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表 !3偏差校正的百分位9''SQSONX检验结果

性别 模型路径 点估计值 标准误 显著性 <*e置信区间

男生
间接效应 服务型领导方式

%

目标自主性
%

意向性自我调节 $)%<+ $)$5% )$$$ 8$)%!*# $)!+!9

直接效应 服务型领导方式
%

意向性自我调节 $)+"< $)%1" )$$$ 8$)*$!# %)%+$9

女生
间接效应 服务型领导方式

%

目标自主性
%

意向性自我调节 $)$"1 $)$!* )%5# 8

2

$)$$*# $)$<"9

直接效应 服务型领导方式
%

意向性自我调节 $)1*$ $)%1# )$$$ 8$)5%<# %)%%*9

33

四3结果分析

!一"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与大学生意向性

自我调节的关系

当代大学生能否成长成才关系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宏伟蓝图的实现& 这一成长过程并非自然

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教育工作者的悉心栽培和

引导#需要不断给予学生成长的滋养和力量才能

实现& 服务型教师以学生的利益为重#给予学生

更多的支持%授权和期望#创设鼓励性的学校氛围

并激励学生追求卓越#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

这些特征均有助于学生运用自我控制和调节策略

达成目标并合理应对挫折!

& 良好的意向性自我

调节能力意味着学生能够综合考虑自身内部的兴

趣和外部环境的要求做出最合理的目标设定#积

极利用和安排有利于实现目标的资源#并在遭受

挫败和损失时规避风险或降低损失#以达到最优

的发展结果& 这种意向性调节行为强调个体促进

自身发展的意图和目的性行为#反映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是自我调节的高级形式"

& 本研究结果

显示#高校教师服务型领导特征越显著#那么学生

表现出的意向性调节行为则越多#即前者对后者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一结果与大学阶段学生

发展任务的变化和师生关系的特点有关& 在这样

一个心理断乳阶段#个体不断探索关于'我是谁(

'能做什么('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

因此#个体在该阶段的任务不再是仅仅围绕成绩

展开#而是包含了自我定位%职业规划%社会化发

展的复杂目标体系& 在大学生活的不同阶段学生

都力图选择%追求合适自己的目标#并面对难题和

挑战)无法达成目标时#放弃该目标或者选择更实

际的目标替代#

& 与此同时#师生关系在这一阶

段呈现出平等化%民主化的趋势#强调学生为先的

服务型领导方式正契合了高校师生关系的这一特

征& 在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服务型

领导方式在培育学生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调

节能力上的诸多优势逐渐显现#并在本研究中得

到进一步证实& 在发展资源理论看来#当个体处

于外部资源较多的环境时#由于可获得他人充足

的关爱和支持#其自信心%胜任感和成就动机维持

在较高水平#更有意愿和能力主动追求目标的达

成#因此其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也相对较高& 而

由教育者创造的服务型育人环境正是为意向性自

我调节策略的使用和完善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和

'营养素(

$%

& 例如#有研究发现#教师通过鼓励

学生设定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目标#能引导学

%+%

!

"

#

$

%

M.FKTKKN/&# '̀/(S[#MTQQTOQR(SG#TSNK)';TKL

2

OTCJKNS('/!?/STCONS('/ 'L.'C/(S('/ N/& TR'S('/()?/ 4/)/%",7++B+>3(>)

2

0<%" ,)A)3+<2)"')

6'G/ ](KTID;'/Q#!$%$#X)!#+)

王国霞#盖笑松!+青少年期的意向性自我调节,#+心理科学进展,!$%%年第 +期&

BT.0GNJQT/#]O'Q.G#;.GJK[)'4R'S(WNS('/NKSGT'OI'LK(LT

2

QXN/ &TWTK'XRT/S()#0.&/+3+6(&%3$)A()M#!$%$"%$!"!

2

#$)

9T/Q'/#;.NKTQ#BNR(KS'/#TSNK)' '̀Q(S(WTI'JSG &TWTK'XRT/S!bGT'OI#OTQTNO.G#N/& NXXK(.NS('/Q()?/ G%",7++B+>&/(3, <0.&/+3+6.)@TZ

U'O0!6'G/ ](KTI#!$$##X)""%)

常淑敏#张文新!+人类积极发展的资源模型***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和领域,#+心理科学进展,!$%"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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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远离不良行为#如为了获得同伴接纳而沾染酗

酒%斗殴等恶习!

& 教师的悉心引导%用心倾听%

真心关爱有助于在相处和陪伴中加深师生感情#

更有利于教师探索出更为有效的育人路径#从而

找到服务学生与促进其成长成才的结合点& 服务

型教师正是将教师这一角色看成支持和协助学生

发展的主体#因此教师平易近人%甘于奉献%清正

廉洁%开拓进取的特征#为学生在其校园生活中的

实践目标导向行为%完善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策

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服务型教师的引导下#学

生得以通过设定合理的目标#寻找达成这些目标

的方法#以及在困难时刻积极应对或调整目标#从

而使学习成效最优化&

!二"大学生目标自主性的中介作用及性别

差异

自主感作为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成为影

响大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

&

8T.(曾明确提到'没有自主选择便没有主观能动

性#自我调节更无从谈起(

"

& 因此可以说自主感

是意向性调节行为的基石&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

生的目标自主性是其意向性调节水平的重要影响

因素& 学生实现目标的动机越是出于自主意愿和

自由选择而非外部奖励或惩罚#则越会主动调节

自身和环境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也更不容易在

困难前退缩& 这一结果符合自我决定理论对个体

行为的解释***自主目标受个体的内部动机驱

动#能激发其兴趣#推动个体设定具有挑战性的目

标#乐于付出努力#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以及积

极寻求有效完成任务的策略#因此有效预测和解

释了个体在各种任务中的表现& 自主目标的反面

是低自主性的受控目标& 在受控目标下#个体更

多地是迫于外界的标准和要求#或为了某种外部

评价而强迫自己去行动#这通常伴随着压力%焦虑

和拖延行为& 实证研究也发现#相对于被受控目

标牵制的学生#高目标自主性的学生表现出较高

的自我实现动机和行动效率以及较低的抑郁%焦

虑和拖延#学习活动方面的表现也更突出#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学生目标自主性在高校

教师服务型领导特征与学生意向性调节的关系之

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e&也就是说#教师服务型领导特征除了可

以直接影响学生意向性调节水平#也可以通过提

高学生的目标自主性对学生意向性调节产生有益

的间接影响#这一点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已得到

证实& 上级的服务型领导行为通过提升员工的自

主感#进一步提升其工作表现$

& 教育领域的跨

文化研究也表明#无论在俄罗斯%美国还是中国#

支持学生自主的教师更能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和

好奇心#学生更愿意独立尝试探索问题解决路径#

也更愿意挑战高难度任务%

& 当学校教育的氛围

和环境能够让学生体验到自主感#如个人意愿得

到满足#观点和看法得到肯定#采取的主动行动得

到认可时#学生会形成一种能主宰自己生活的自

我掌控感#其自我决定程度和参加活动的内部动

机都会相应得到提升& 反之#如果教育手段让学

生感受到压力或控制#或教师过分强调外部目标

的价值时#学生易被一些与自身心理需求无关的

目标所控制#从而损害其内在动力& 这说明民主

化%富有人文关怀的教师行为有利于支持性"而

非控制性$校园氛围的生成#这种氛围能鼓励学

生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和设定目标#从而优化学生

当前目标体系的建立和长远目标的规划#提升学

生自我调节的内化程度和行为意图性& 因此#学

生的监控策略%应对策略%意志策略等自我调节和

自我管理策略得到了强化&

但是#本研究发现女生目标自主性弱于男生#

女生的目标自主性对意向性自我调节的预测力不

明显& 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通过学生目标自主性

来提升其意向性自我调节的效应主要表现在男生

中#在女生中这种间接效应不存在& 国内外的实

证研究也证实了男生的自我动机水平%成就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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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部动机均高于女生!

& 这种性别差异既与男

性和女性荷尔蒙水平等生理因素的影响有关# 又

与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社会性别角色期望有关& 来

自神经生物学的证据显示#睾酮的作用之一是

'放大(大脑对刺激的反应& 睾酮让人更加积极

地迎接挑战#让人不容易体验到恐惧和害怕#提升

人的行动力#因此睾酮水平较高的个体更自信%更

乐观#愿意做更多尝试"

& 男性体内的睾酮水平

显著高于女性#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男生更不愿

受外界束缚#在设定目标时男生独立性和自主性

更高的现象& 除生物学因素外#男女生不同的性

别角色倾向也是导致目标自主性存在性别差异的

原因之一& 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男生被鼓励

要获取更多成就和取得更高地位#而女生则被鼓

励要更多地关怀照顾他人& 女生的行为和决策更

多地以关注他人为导向#对外界标准和期望更敏

感#因此当自身意愿与外界要求产生冲突时#她们

会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

& 即使如此#本研究显

示女生在意向性自我调节水平上并不弱于男生#

其它相关研究也发现女生在学习投入%学习习惯

和态度上优于男生& 因此#虽然在女生群体中目

标自主性对意向性自我调节的增益作用不显著#

但教师服务型领导方式仍能直接促进女生意向性

自我调节水平的提升&

五3教育启示

社会竞争加剧#一些传统行业对劳动力的需

求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对于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

青年人来说#拥有高水平的意向性自我调节不仅

仅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更有'苦苦挣扎(与'蒸蒸

日上(的区别& 因此#一些基于积极青年发展视

角的理论逐渐将意向性自我调节视为理解人类发

展的关键变量#并且认为学生与教师的动态交互

关系能够影响学生的监控策略%意志策略等自我

调节策略的运用$%

& 本研究也证实了教师服务

型领导方式具有重要作用#这显示高校教师的服

务型领导风格在高校育人质量提升中有不可忽视

的应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被试者在对

教师的服务型领导特征进行评价时#多数学生

"+*)*e$选择将其辅导员作为评价对象#这说明

政治辅导员是影响高校育人质量的重要因素#是

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 由此可见#厘清政治辅导

员与其它育人主体"如教学部门%职能部门等$之

间的工作关系#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各有侧重#不

仅可成为推动'服务育人(的重要抓手#实现'十

大育人(协同协作#还可融入到高校'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工作中#形成'时时育人%处处育人%事

事育人(的良性机制和教育合力&

首先#注重单向引导与双向交流相结合& 在

育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对学生的教育引导都是

重要的工作手段#具有时效性和权威性#起着直接

的教育作用& 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难以直抵学

生内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教育作用

难以持久有效& 因此#学校教育需要双向互动式

的沟通#通过学生和教师的良好互动和平等对话#

形成稳固的师生纽带关系#彼此达到情感上的信

任和理解& 这就要求教育者要积极推进平等合作

型师生关系的建立#转变对师生关系的传统认

识&

& 古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体现了传统师

生互动带有明显的封建强迫色彩#虽一方面强调

了尊师重道的中华传统美德#另一方面也极易将

师生关系演化为'父子(或'上下级(关系& 因此#

为避免窄化师生关系#教育工作者需要对自身角

色有清醒的认知#有批判地继承传统#将'服务育

人(内化为一种工作理念#以学生利益为中心开

展对话式教育和探究式教学#既重视学生的自由

表达#又不放松思想引导#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激发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注重知识教育与关心服务相结合& 学

校教育的根基是教学#课堂教学是实施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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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渠道& 但课堂教学的外显教育作用无法取代

学生受到教师关爱%帮助%服务%支持时的深入人

心的积极影响& '服务育人(要求教育者扩宽视

野#善于从学生最关心的各方面现实问题入手开

展育人工作& 例如#在强调学习成绩的同时#帮助

学生掌握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在

严格宿舍管理的同时#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生活

习惯)在开展对经济困难学生日常资助工作的同

时#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创设勤工助学岗位#拓宽

帮扶渠道)在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同时#开展校外

志愿者服务#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机

会& 总之#'服务育人(的实效与全体教育者有

关& 教育者应在工作手段上更加全面和精细#将

这一抽象教育理念具化为关心学生%服务学生%爱

护学生的实际行动#并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方位

和全过程!

&

最后#注重规则教育与尊重个性相结合& 依

照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校往往制定了若

干学生培养标准和管理制度#并以此对学生开展

教育活动#进行统一管理& 但由于学生个人经历

和成长环境千差万别#他们的成就目标和心理需

求不尽相同#而这种个体差异在标准化教育中容

易被忽略& 高校在实践'服务育人(的过程中应

贯彻'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

生(的教育理念#在重视规则教育和学生共性的

同时#充分尊重每名学生在成长背景%兴趣志向%

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把激发大学生内在自

主性作为'服务育人(的依托点#鼓励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45-R#%2/+"%. "(1-$,+2-ML&.-8)+65-$78#2&/+"%!

P%7@E+$+2&'P%&'0.+. "(/5-A"8-&%8="'-"(

4-&25-$1-$,&%2-Q-&8-$.5+E

7Bc@A@(

%# !

DM4c6(/HX(/C

%

"%);.G''K'L_&J.NS('/ ;.(T/.T# BJ/N/ @'ORNKV/(WTOQ(SI# FGN/CQGN5%$$+%# FG(/N)

!);SJ&T/S4LLN(OQ\cLL(.T# BJ/N/ N̂&('N/& bpV/(WTOQ(SI# FGN/CQGN5%$$$5# FG(/N$

!"#$%&'$! bGT.JOOT/SQSJ&ITPXK'OTQSGTOTKNS('/ YTSZTT/ STN.GTOQTOWN/.TKTN&TOQG(X N/& QSJ&T/S(/ST/H

S('/NKQTKLOTCJKNS('/)+#+ QSJ&T/SQLO'RL'JOJ/(WTOQ(S(TQ.'RXKTSTNQJOWTI'LQTOWN/.TKTN&TOQG(X# (/ST/S('/NK

QTKLOTCJKNS('/ N/& XTOQ'/NKC'NKQ)̂ TQJKSQQG'ZSGNSSTN.GTOQTOWN/.TKTN&TOQG(X (QX'Q(S(WTKINQQ'.(NST& Z(SG

QSJ&T/S(/ST/S('/NKQTKLOTCJKNS('/# N/& XTOQ'/NKC'NKNJS'/'RIRT&(NSTQSGTNQQ'.(NS('/QYTSZTT/ SGTQTSZ'

WNO(NYKTQ)?/ SGTXO'R'S(/C'L'QTOW(.THYNQT& T&J.NS('/(# (S(Q/T.TQQNOIS'G(CGK(CGSSGTQTOWN/.TKTN&TOQG(X 'L

J/(WTOQ(SISTN.GTOQ# TQXT.(NKKI'LSGTX'K(S(.NK.'J/QTK'OQ)

()* +,%-#! QTOW(.THYNQT& T&J.NS('/) QTOWN/.TKTN&TOQG(X) (/ST/S('/NKQTKLOTCJKNS('/) XTOQ'/NKC'NKNJH

S'/'RI) J/(WTOQ(SIQSJ&T/S

"责任校对3朱正余#

5+%

!

"

张正光!+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十大(育人体系的有效路径,#+高校辅导员学刊,!$%+年第 5期&

耿俊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机制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5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