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6-8309( 2010) 03-0092-04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 KSCX2- YW - R - 130)

作者简介: 李秀一 ( 1980-  ), 女,北京人,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应用心理学, (电话 ) 13522033826(电子信箱 ) lix-i

uy i_1@ 126. com。

学生心理契约研究概况

李秀一
1, 2
,陈毅文

1

( 1.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要: 本文概述了国内外学生心理契约的研究进展, 并总结了学生心理契约的测量及相关研究, 最后展望

了学生心理契约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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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 rgy ris( 1960)用 /心理工作契约 0来说明员
工与雇主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 即只有雇主尊重

并满足员工的正式和非正式要求、与员工事先进

行协商,员工与雇主的关系才能改善, 同时生产

效率才能维持较高的水平。从此之后,心理契约

成为组织行为学中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对企业员

工的心理契约进行了研究。 Gerste in, M arc Sau l

( 1971) 把心理契约引入到学校的学生管理中,

进行了有关学生心理契约的研究。将组织行为

学中的心理契约概念引入教育领域的学生管理

中,可以为学生管理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学校各

种奖励制度和校纪校规以文本契约的形式, 一方

面约束学生的行为, 使之与学校培养目标一致,

另一方面则有效地激励着学生努力学习、发奋成

才。但是现实中不论多么完备的规章制度, 都不

可能对学生的管理产生全方位的有效影响。学

生处在青春期, 有很多因素 (如社会、家庭等 )会

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学生在学生

时期也会呈现一些心理问题, 这就迫切需要学校

的管理者和老师有效地运用可与文本契约形成

互补的心理契约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施

加积极的影响,进行有效的管理。

2 学生心理契约的定义

Gerste in, M arc Sau l( 1971 )认为个体期望的

集合和组织的回应 ( responses)组成了 /心理契
约 0 。 Marian A llen C laffey 和 Ned Sco tt Laff

( 2002)认为心理契约是学生与学校相互之间的

义务和责任的信任, 是一个强烈的情感度量, 承

诺不仅仅是提出对未来的意向, 诺言也是希望的

表达, 提出诺言和接受诺言是真诚地交换信

任
[ 1]
。从学生德育的角度来看,郎晓芳 ( 2002)指

出德育心理契约是德育关系双方相互间的期望

知觉及对自身义务的自觉感知等一系列主观信

念的集合
[ 2]
。申来津 ( 2003)认为,德育心理契约

指德育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的彼此期待的主观

信念, 是德育关系双方相互期望的集合
[ 3]
。肖云

( 2006)认为师生关系不仅是知识技能传授和思

想道德教育的关系, 也是一种建立在权利与义务

基础之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 /契约 0关系,整个
学校实际就是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关系为

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套契约体系
[ 4]
。

3 学生心理契约的维度
Gerste in, M arc Saul( 1971) 研究了麻省理工

学院师生之间心理契约所引起的学生适应风格,

提出师生之间的心理契约包括个人因素和组织

因素。其中,个体因素是指学生的期望 (课程、学

院事务、自己的学习、人际关系 ) ; 组织因素包括

生活方式和群体成员环境 (规范 )、学术环境、教

授的期望 (课程、学术研讨会 )、学院社区规范。

郎晓芳 ( 2002)认为德育心理契约由学生的期望

要约、德育教师的期望要约以及两者对自身的义

务感知等三部分构成; 按照心理契约是长期的还

是短期的, 以及德育绩效是明确界定的还是没有

明确界定的两角度两水平进行组合, 德育心理契

约可以划分为亲密型、平衡型、过渡型、疏远型等

四种类型
[ 2]
。张丽萍, 潘玉驹, 嵇小怡 ( 2004)认

为 /心理契约 0的包括:学生与家长对学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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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学生与学校对后勤服务公司的心理期望;

学校对学生的心理期望;后勤服务公司对学生的

心理期望
[ 6]
。

肖云 ( 2006)提出学生对学校责任的认知包

括两个维度:现实责任和发展责任。其中现实责

任是指学校在保证学生当前学习生活所必须承

担 (即面向当下 ) 的责任和义务。发展责任则指

学校担负的使学生能够面向未来学习和生活 (即

面向未来 )的责任和义务,最根本地就是实现教

育功能,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生对学

校的责任和义务同样包括两个维度,即现实责任

和发展责任。现实责任指学生在保证维持学校

当前正常教学秩序所必须承担 (即面向当下 ) 的

责任和义务,发展责任则指学生担负为学校未来

持续发展所必须承担 (即面向未来 ) 的责任和义

务
[ 4]
。

4 学生心理契约的内容

申来津 ( 2003)认为学生对教师的要约包括:

仁慈、公正、敬业、务实、诚信、敏锐、博学、坚持真

理等。教师对学生的要约包括: 勤奋、利他、互

助、信任、尊重、发挥潜能、积极参与、全面发展

等
[ 3]
。

张丽萍,潘玉驹, 嵇小怡 ( 2004)认为 /心理契
约 0的内容中, 学生与家长对学校的心理期望包
括: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设施; 使学

生受到更好的教育; 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平等

公正地对待学生; 关心关怀学生的成长; 严于管

理轻于处罚等。学生与学校对后勤服务公司的

心理期望包括:想学生所想, 急学生所急, 关心学

生生活,注意饭菜的营养, 不能商业性太强, 提高

服务质量,提供舒适幽雅的生活环境等。学校对

学生的心理期望包括: 按规定时间缴纳学费; 努

力学习,不断上进; 团结合作, 培养集体观念; 严

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违纪就要受到处

理;尊师爱校, 文明礼貌, 讲究社会公德, 爱护学

校的一草一木等。后勤服务公司对学生的心理

期望包括: 文明礼貌, 爱护公物, 遵守社会公德,

爱护环境, 讲究卫生, 尊重服务人员, 服从管理,

理解、宽容等
[ 5]
。

肖云 ( 2006)提出学校对学生的现实责任包

括:先进的教学管理、优良的师资队伍、完备的教

学设施、多样自主的学习选择、优美的校园环境、

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完善齐全的后勤服务设施

等。学校对学生的发展责任包括: 在校期间能树

立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人生观, 养成稳定良好

心态面对未来;毕业后, 能顺利实现自身价值, 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学生对学校的现实责任

包括: 在校期间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努力学习, 提

高自己能力和水平, 维护学校声誉等。学生对学

校的发展责任包括: 做个好公民, 热心为社会做

贡献, 积极实现自身价值, 努力维护和宣传母校

声誉, 关注母校发展等
[ 4]
。

曹威麟、段晓群、王晓棠 ( 2007)指出师生之

间心理契约中约定的相互责任包括学生的责任

和教师的责任,其中学生的责任包括以下 25项:

品行诚信; 尊敬老师;同学之间互助友爱;关心集

体和公益事务; 对未来有清晰的目标; 每学期都

制定学习计划; 课前预习相关内容; 上课专心听

讲、积极思考;没听懂或有疑问及时提出;上课认

真记笔记; 课后及时复习课程内容; 同学学习有

困难给予帮助; 按质按量独立完成作业; 课余有

足够时间用于学业; 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活

动;利用各种机会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竞争意识;

学好专业知识和理论; 培养专业动手能力; 提升

英语和计算机能力; 能运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

培养组织协调能力; 提高有效沟通的能力; 培养

人际关系的技能;培养表达和调控自己思想和感

情的技能。教师的责任包括以下 14项: 关爱、尊

重每一个学生; 诲人不倦地教育学生; 常介绍成

功名人激励学生; 选用适合的优秀教材; 在课前

引荐预备知识;教学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授课内

容娴熟、详略得当;善于酌情调整教学进度; 讲课

内容密切联系实际; 教学中反映学科发展最新动

态;善于提炼重点、化解难点; 及时为学生安排答

疑;精选课外作业;认真批改作业, 并对重点难点

内容做点评
[ 6]
。

5 学生心理契约的测量
在心理契约的研究中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

和访谈法。在已有的员工心理契约调查问卷的

基础上,有些学者根据学生心理契约的特点, 把

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结合起来, 编制了一些测量

学生心理契约的调查表。

Marian A llen C laffey, N ed Sco tt Laff( 2002)指

出,鉴于主观现象的性质, 描述自我报告的测量

方法是校园心理契约的主要数据来源。组织新

生讨论组是审查承诺的一种方法, 特别注意学生

使用的公平性的语言。其他内容导向的评估可

能发生在学术报告会、学生宿舍楼会、外出面试

采访、与学生的正式谈话。要注意学生对履行诺

言或违背诺言的详细描述和相关表达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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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萍, 潘玉驹, 嵇小怡 ( 2004)提出心理契

约的构建是通过新生入校后, 分别组织和召开学

生、学生家长、学校 (学院 )、后勤服务实体等部门

的座谈会和通过调查等形式, 按照主体性、动态

性、反馈性、平等性的原则来收集契约各主体的

心理期望。心理契约必须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双方的心理期望,并科学地评价期望值
[ 5]
。

曹威麟、段晓群、王晓棠 ( 2007)构建出高校

师生心理契约基本模型, 该模型表征的含义包

括: ( 1)构建师生心理契约的期望是两个主体互

为期望对象的双向期望, 师生双方的相互期望是

可能达成师生心理契约关系的基础。 ( 2) 师生

双方的相互期望是否能达成心理契约, 不仅取决

于是否让对方感知到了各自的期望, 还取决于各

自自我期望的水平。教师与学生对对方各项期

望的期望值相对于各自的自我期望来说, 过高和

过低都不会被对方认同,只有对对方的各项期望

与其自我期望没有显著差异而被认同的部分, 才

构成双方心理契约的内容。 ( 3) 师生之间部分

相互期望被认同而达成心理契约后, 这部分期望

便转化为双方心理契约中各自应该为对方履行

的义务, 亦即对方在契约关系中应享有的权利。

( 4)师生之间就某些相互期望达成心理契约之

后, 各自履约意向和行为不但与对方履约的情况

是互动的, 而且还会受到其它多种中介因素的影

响。他们将高校教师与学生两个群体作为心理

契约主体的双方, 开发了一套能对双向心理契约

进行有效测量的问卷量表, 通过收集并分析师生

两个渠道的调查数据, 对高校师生心理契约的内

容、双方责任履约的相关性及履行的情况展开实

证研究,从教师期望和学生期望两个视角, 开发

设计了师生心理契约的预试问卷。进行师生访

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 1) 教师对学生学习方面的期望; ( 2)教师对自

己教学方面的自我期望; ( 3)学生对教师教学方

面的期望; ( 4)学生对自己学习方面的自我期

望
[ 6]
。

6 学生心理契约的相关研究
Gerste in, M arc Sau l( 1971 )研究了学生的心

理契约形成学生的四种适应风格: 孤僻的、叛逆

的、顺从的、自我导向的。 Spies, A lan. , W ilk in

( 2006)研究了 6所药学院学生心理契约的违背

与信任、期望的满足、态度的关系。所用的方法

是,把学生所得到的各种方面的教育与他们感觉

到的学校对他们的承诺相比较。研究发现: 即使

控制了其他变量,心理契约的违背和每三种态度

(专业承诺、组织承诺、提供制药服务的意愿 )都

呈负相关关系, 组织承诺具有最大的影响。期望

的满足和信任可能部分调节心理契约的违背和

学生的态度 (尤其是组织承诺 )之间的关系。当

学校没有履行在学生心里隐含的和明确的承诺,

可能会导致破坏了学生对专业、对学校、对制药

服务的承诺。虽然考虑信任和期望满足的变量

很重要,但是这些变量不会消除态度 (尤其是组

织承诺 )对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
[ 8 ]
。Marian A llen

C laffey, N ed Scott La ff ( 2002)针对学生对学校不

履行承诺 (如取消课程等 )表示不满、感到失信而

引起学生心理契约的违背,导致学生提出退学和

不打招呼就退学的情况, 用审计承诺 ( P rom ise

Audit)的方法评估了学生的心理契约, 并提出了

认真倾听学生的声音, 保持公平的重要性
[ 1]
。曹

威麟, 段晓群, 郭江平 ( 2007)从分析学生学习行

为的需要和动机入手, 系统地探究师生心理契约

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机制, 揭示运用心理契约

来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一般规律, 以期能为扭

转当前高校学风普遍滑坡的局面开辟一条与文

本契约相辅相成的新途径
[ 9 ]
。曹威麟、段晓群、

王晓棠 ( 2007)提出并将验证以下三点假设:师生

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各项期望只有部分与对方的

自我期望达成默契; 在师生心理契约关系中, 教

师责任与学生责任的履行二者相互关联;虽然师

生心理契约确定了双方的相互责任, 但未必都能

如约充分履行
[ 7]
。

7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心理契约,研究应

分为不同层次的学生心理期望, 主要包括入学新

生对学校组织的心理期望和学生对教师的心理

期望。前者应包括对升学、就业的心理期望。对

心理期望内容的研究较为广泛, 包括对德育的心

理契约和对学生的心理期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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