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期[总第83期]
2024年10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5

Oct.,2024

  文章编号:2095-1663(2024)05-0041-12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4.05.06

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
———自我反省和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应

黄 丹a,吴立保b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管理工程学院;b.高等教育研究所,南京210044)

收稿日期:2024-02-29
作者简介:黄丹(1995-),女,江西萍乡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生。

吴立保(1970-),男,安徽六安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江苏高水平大学群建设研究”(A/2022/c12)

摘 要:基于批判性反思视角,结合质变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究心理安全感、自
我反省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心理安全感对问题解决能

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反省在心理安全感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创新自我效能

感不仅能直接影响研究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而且在心理安全感和自我反省影响问题解决能力的过程中发挥

调节作用。基于此,应从注重研究生心理安全感的监测和培养,加强研究生自我反省思维的培养及推动研究

生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这三方面入手,促进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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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问题解决能力为我们架起了认知与行为之间的

桥梁,提供了将知识转化为行为的机制[1]。作为一

种重要的高阶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是个体适应

社会与生活的必备特质,也是个体胜任未来工作的

核心能力之一[2]。《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学习以

实现教育的承诺》中也强调“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和

挑战”等[3],这些都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问题解决能

力。随着认识升华和研究的不断纵深发展,组织管

理领域背景不同的学者们对此研究课题表现出了极

大的兴趣,他们纷纷从不同视角积极寻求和培养学

生的问题解决能力[4-5]。从精准内涵方面来看,问题

解决能力是个体凭借内在洞察力,在不同情境下基

于问题的整体框架运用所知,通过结合不同的理念,
融合学科内容,构思和开发潜在的问题解决方案以

及实施解决方案的行为过程[4]。从逻辑理路和产生

路径上看,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艰巨而广泛的认知过

程和问题处理能力[6-7]。事实上,绝大多数问题发生

在模糊且复杂的情境中,且这一现象随着人工智能

普及和非常规性工作的增加被进一步加强和放大。
如何在乌卡时代促发研究生创造性行为,帮助他们

提高问题解决能力,进而提升其灵活就业能力,彰显

出一定的理论拓展价值和现实探索意义。以往研究

表明,心理安全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因素能促进

个体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产生包括学习行为、工
作卷入度、创新和工作绩效等积极的行为结果[8],但
就心理安全感是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研究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积
极心理因素—个体认知—问题解决”这条逻辑主线

来展开研究,探究心理安全感、自我反省、创新自我

效能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为促进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心理安全感与问题解决能力

心理安全感这一概念起源于组织变革研究,指
的是个体如实表现自我时,相信其形象、角色和地位

等不会受到负面评价的感知,即个体在人际交往中

能够感受到安全的共享感知[9],这些主观感知包括

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挑战已有现状以及与他人意

见相悖等。身处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其中的各

种体验影响着个体对事件的评估和行为,进而会限

制自我意识,更有甚者会导致创造性行为的减少。
虽然不确定性无法避免,但是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

心理安全感来提升其创造性行为[10],这使得心理安

全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问题解决能力指的是个体识别和发现生活中遇

到具体问题的有效的或适用的解决方案的能力,在
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体如何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解决过程作为有效

的、认知的、有目的性的和理性的行为过程,主要包

括生成和实现两个阶段[11],具体分为问题界定与构

想、目标设置、方案选择、方案实施与核查等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的重点是问题解决,即问题解

决和执行前四个过程的能力。因此,本文涉及的问

题解决能力指的是个体基于已有知识,构建和识别

问题,产生、实施和评估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是凭借自身的意志力

和需要感知来决定是否实施某种行为的[12]。受自

我决定理论的影响,个体把自己对环境的心理感知

(包括心理安全感)视为他们行为的重要前提。心理

安全感较强的个体具备更多的积极心理成分,更能

自如释放自我,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研究表明,心
理安全感是个体创造力形成的关键心理要素[13]。
具体表现为,在不确定的客观环境中,心理安全感较

高的个体由于受到较大的支持和鼓励,不再担心自

身的形象、地位、角色等受到负面影响,进而表现出

更多的创新行为;相反,生活在心理安全感较低环境

中的个体,一方面既要面对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另
一方面又要兼顾自身创新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因
而他们在进行冒险性尝试时,时常会因为害怕创新

失败或创新活动给自身地位、角色等带来的负面影

响而停滞不前[14]。郭胜忠等的研究表明,处于心理

安全状态的大学生可以更专注地做事,越容易将精

力专注于线上学习这件事情本身,通过在学习过程

中主动分享、不断反思和充分表达等行为,逐步提升

自身学习效果和问题解决能力[15]。生活在包容性

校园文化氛围中的研究生个体,其心理安全感知较

高,其创新行为大部分会受到组织的支持和鼓

励[16],个体的外部压力得到释放,其首创行为的动

机将逐步提升[17],问题解决能力也将在此过程中得

到锻炼和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存在显

著正向影响。
(二)自我反省的中介作用

质变学习理论指出[18],“质变学习”可以引发学

习者持续革新的改变或变化,其中,自我反省作为质

变学习的关键因素,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尤为受到关

注[19]。自我反省自提出以来概念繁多,学界对其具

体概念尚未形成共识。起初,自我反省被认为是一

种进行自我纠正且带有具体标准的思考方式。
West等认为,团队自省指的是团队成员能够就团队

的决策机制、团队目标、实现目标的战略与路径等公

开地提出反馈意见,以期适应当前或预期客户要求

与团队环境的变化[20]。Diane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概

念,认为自我反省是一种有目的性、理性和目标导向

的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思维方式,其对于情境变

化较为敏感[21]。王智宁等基于扎根理论,认为自我

反省指的是追求自我进步与成长的个体依据君子

(圣贤)标准,对其在处理事情、人情、心情等问题的

方式方法、过程结果及变化发展所进行的自我教育、
自我反思、自我评价和自我完善的过程[22]。基于上

述分析,本研究认为自我反省是一种由任务目标驱

动且具有较强目的性的认知过程,需要高阶的推理

过程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它指的不仅仅是寻找问

题,也包括评价和诊断各种行为及表现。
自我反省作为个体认识论范畴,对个体的学习、

生活和工作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23]。生活在

积极组织环境中的个体,由于受到组织表现出的富

有冒险精神、愿景目标和非常规行为方式等的激励,
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行为,主动参与互动,重新思考

关键及核心问题,理解和尊重不同观点,开诚布公地

讨论问题,从而更容易对相关任务和创新活动进行

有效的反思[24]。马永远基于“心理感知-行为-结

果”视角发现,随着组织中个体对外界环境不确定感

知的增强,组织中的个体会增加对其目标、过程及策

略的反省,公开讨论当前产品开发方式和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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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从而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来

提高组织的创新绩效[25]。研究生作为高校组织成

员,当感知到较高心理安全感时,能够承担人际风

险,敢于承认失败,不会因为害怕自身地位、形象和

角色等受到负面影响而停滞不前,敢于对风险表达

高度主观的直觉和见解,从而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

升自我反省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自我反省水平存在显

著正向影响。
个体问题解决能力的大小以及他们所能提供的

高质量的、精心设计的、原创的解决方案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高阶思维的敏感程度

和转化力[26]。问题的解决指的是由一定问题情境

引起、一系列有目标导向的心理操作过程自省作为

一种认知能力和自我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问题

解决的过程中,持续动态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驱使个

体提高自省性,通过自我洞悉和审视动态变化的内

外部环境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27],以此来改善问题

解决[28]。反省活动促使个体认真审视和重新认知

自身的责任[29],降低认知惰性和责任惰性,主动及

时发现问题、参与决策和分享知识给他人,共同协

作、相互依赖地参与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30],在
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问题解决能力。Van等

的研究也表明,自我反省活动与问题解决能力显著

正相关[31]。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研究生的自我反省水平对其问题解决能力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将自我反省作为心理感知(包括

心理安全感)和积极行为表现(包括创新绩效、问题

解决能力等)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高中华等认为,
组织成员对忧患型领导风格的感知,促使其更为关

注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持续地开展自省活

动,分析内外在环境及潜在影响,可以对自身的流

程、战略、目标等及时进行反思和调整,进而对提升

组织整体角色绩效和个体角色绩效产生影响[32]。
姚柱等的研究表明,领导愤怒作为个体在组织中最

易被感知并会对其做出回应的一种消极情绪,对团

队创新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团队自省在领导

愤怒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3]。邓

志华等通过对106个研发团队329名成员的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组织成员感知到的精神型领导对

团队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团队自省性在精

神型领导和团队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3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研究生感知到

的心理安全感强度会影响到自身的反思活动和反省

水平,进而影响到问题解决能力。由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H4:自我反省在研究生心理安全感和问题解决

能力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创新自我效能的直接效应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
Bandura通过对三元交互决定论的理智把握,提出

了自我效能感,他认为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对自

身完成某项工作或任务的自信程度[35]。沿着领域

相关的自我效能研究思路,在结合Amabile创造力

理论的基础上,Tierney等提出了“创新自我效能”
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创

新成果的信念[36]。随后顾远东等基于创新自我效

能量表提出,创新自我效能指的不仅仅是获取创新

成果的信念,还应该包括对工作中采取创造性方法

的信念[3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研究生的

创新自我效能感既包括对获取创新成果的自信程

度,还包括在创新过程中对自身行为的自信程度。
因此,本研究将研究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界定为,个
人对于他在学习、生活、工作过程中能否有创造性表

现和获取创造性成果的信念,包括有信心创造性完

成任务和工作、有新意地战胜挑战和困难并达到目

标等。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反应会受到环

境、个人的信念、行为相互作用的影响,自我效能感

在其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创新自我效能

感可以激励个体产生并实施创新构想,积极面对创

新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困难以及结果的风险性和不

确定性[38],从而促进个人相关绩效表现的提升和积

极行为的产生。孙春玲等研究表明,创新自我效能

感对大学生自我创业变革性和前瞻性行为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39]。梅红等在研究创新支持对在校大学

生的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时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

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个人的创新行为,且在创新支

持与个人创新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40]。陈培

峰等在探讨对困难的应对方式、创新自我效能感、感
知到的教师创新支持对大学生创新动机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时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能显著预测大学生

个人的创新动机[41]。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会增加研究生面对具体问

题及克服相关困难的毅力和决心,并显著提升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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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能力,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
(四)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当个体对自己的创造性过程或获取

创造性成果表现出较高的期望或自我信念时,为实

现这种期待,他们更能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激发并

产生心理安全感[42],通过对问题不断质疑和反思,
构想和实施合理且适用于当前情境下的解决方案,
以实现对相应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张宏远等的研究

显示,当个体对创新政策提供的资源扶持有正向感

知时,心理需求满足会积极影响其主观认知进而影

响其行为,且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心理需求满足与主

动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43]。由此,本研究认为,当
研究生个体感受到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较高时,他们

会为解决问题不断尝试,当感知到较高心理安全感

时,更倾向于主动作为和冒险尝试并承担失败的风

险和责任,在其过程中问题解决能力也得到不断提

升;但当创新自我效能感较低时,对自身创新过程及

获取相应创新成果的不自信会影响到他们对心理安

全感的感知,当心理安全感较低时,他们会因为害怕

失败而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进而影响到相关问题的

解决。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创新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心理安全感对研究

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即创新自我效能感越强,心
理安全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正向影响也越强。

有研究显示,创新自我效能感在直接影响个体

行为表现的同时,还在指导个体行为的认知领域起

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即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强弱会

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12]。还有研究表

明,通常情况下,创新自我效能感会随着情境的改变

而改变,当个体对自身创新表现有较高的期望或自

我信念时,基于对环境的认识、相关问题的质疑和反

思,他们会积极采取行动,主动尝试新的解决路径来

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进而不断提高

创造力[44]。冉建宇等的研究显示,与低创新自我效

能感相比,高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具备应对创新

活动中不确定因素、风险和挑战的自信和信念,基于

对获取创新成果的热情,他们对创新政策有效性、针
对性和相应成本的认识越清晰越容易激发其创新行

为[45]。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当研究生个体

具有较强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时,对生活的强控制欲

和强烈的创新欲望促使其在自我反省这一认知能力

的作用下,尝试新的、高挑战的工作和任务,提高自

身问题解决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自我反省与问题解决能

力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即创新自我效能感越强,自
我反省与问题解决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基于上述全部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心理安全感、
自我反省、创新自我效能感、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模

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过程与样本

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来进行数据收集工作,主
要在一些研究生网络交流群及老师、同学和朋友所

在高校发放问卷,调查对象是来自江苏、陕西、安徽、
河南、上海等18个省份(直辖市)的研究生,共收集

到问卷2357份,剔除缺失、重复、填写时间过短等无

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007份,有效回收率为85.
15%,其有效样本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设计的主要变量的测量条目均是被国内

外学者已经使用和检验过的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

表,全部条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打分法,计分方式从

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表示,量表具体

题项示例如表2所示。
1.心理安全感。结合研究生个体特征,参考借

鉴Edmondson[46]开发的包括“在学习过程中犯了

错,身边的人不会因此对你抱有意见”等5个测量

题项。
2.自我反省。参考借鉴Grant等[47]开发的包

括“我经常思考为什么我会以我的方式行事”等5个

测量题项。
3.创新自我效能感。参考借鉴Carmeli等[48]

基于Tierney等的创新自我效能测量量表开发的包

括“面对困难时,我确信我会创造性地完成它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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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测量题项。
4.问题解决能力。本研究采用屠兴勇等[23]基

于Siu等编制的包括“我不会尽可能拖延解决问题

的时间”在内的10个测量题项。

5.控制变量。基于以往研究,选取性别、年级、
所属高校类型、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

业、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表1 被试样本分布情况

名称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名称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047 52.2
女 960 47.8

所属学科
人文社科 647 32.2
理工学科 1360 67.8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994 49.5
专业学位 1013 50.5

家庭经济情况

很差 53 2.6
稍差 379 18.9
一般 1477 73.6
较好 87 4.3
很好 11 0.5

家庭住址

农村 808 40.3
小县城 564 28.1
地级市 490 24.4
大城市 145 7.2

母亲受教育情况

未受过正式教育 243 12.1
初等教育 844 42.1
中等教育 694 34.6
高等教育 226 11.3

年级

研一 1159 57.7
研二 541 27.0
研三 307 15.3

就读高校
普通高校 964 48.0

“双一流”建设高校 1043 52.0

父亲受教育情况

未受过正式教育 147 7.3
初等教育 757 37.7
中等教育 746 37.2
高等教育 357 17.8

父亲职业

公务员 119 5.9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72 18.5

农民 537 26.8
其他 979 48.8

母亲职业

公务员 36 1.8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353 17.6

农民 538 26.8
其他 1080 53.8

表2 量表具体问题示例情况

量表 题目数 问题示例

心理

安全感
5

在学习生活中,没有人会故意诋毁、
破坏我的努力

在学习生活中,我能比较简单地获取

别人的帮助

自我反省 5
我经常真正思考为什么我会以我的

方式行事

我经常花很多时间自我反省

创新自我

效能感
8

我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我为自

己设定的大多数目标

面对困难的任务时,我确定我会创造

性地完成它们

问题解

决能力
10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牢记解决问

题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权衡并比较

每个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情况如表3
所示。其中,心理安全感与问题解决能力(r=
0.634,p<0.01)、自我反省水平(r=0.449,p<
0.01)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1、H2得

到初步验证,自我反省水平(r=0.544,p<0.01)、
创新自我效能感(r=0.512,p<0.01)与研究生问

题解决能力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3、H5
也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同源方差分析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研究生的自我报告,可
能会产生同源偏差,影响本研究的有效性,因此,采
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同源方法偏差是否存在。利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对本研究设计的包括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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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在内的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其
结果表明,未经旋转的第一主成分仅解释了全部方差

变异量的33.801%,低于建议的40%的临界水平,说
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借助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具体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不难看出,
四因 子 模 型 拟 合 优 度 最 佳:X2/df=1.241,
RMSEA=0.011,SRMR=0.014,CFI=0.999,
TLI=0.997,说明效度良好。

表3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性别 NA

2.年级 0.003 NA

3.所属学科 -0.409** 0.013 NA

4.学位类型 0.163** 0.129** -0.061** NA

5.就读高校类型 0.028 0.113** -0.093** 0.015 NA

6.家庭经济情况 0.163** 0.092** -0.156** 0.043 0.064** NA

7.家庭居住地 0.085** -0.006 -0.245** 0.049* 0.140** 0.382** NA

8.父亲受教育情况 0.088** 0.041 -0.117**0.122** 0.169** 0.369** 0.495** NA

9.母亲受教育情况 0.119** 0.061** -0.152**0.111** 0.159** 0.363** 0.529** 0.765** NA

10.父亲职业 0.064** -0.060** 0.056* -0.035 -0.147**-0.169**-0.119**-0.298**-0.341** NA

11.母亲职业 0.003 -0.130**0.088** 0.036 -0.050*-0.128**-0.090**-0.175**-0.322**0.573** NA

12.心理安全感 0.078** 0.008 -0.081** 0.005 0.108** 0.125** 0.082** 0.077** 0.104** -0.036 0.006 0.810

13.创新自我效能感 0.004 0.060** 0.021 0.009 -0.079**0.137** 0.009 -0.057* -0.024 -0.090** -0.019 0.179** 0.872

14.自我反省 0.088** 0.015 -0.086** 0.003 0.130** 0.134** 0.079** 0.072** 0.100** -0.044 0.005 0.449** 0.182** 0.856

15.问题解决能力 0.104** -0.034 -0.048* -0.005 0.024 0.139** 0.035 0.051* 0.092** -0.090** -0.041 0.634** 0.512** 0.544** 0.907

平均值 1.480 1.580 1.680 1.500 1.520 2.810 1.990 2.650 2.450 3.180 3.330 3.643 3.231 3.757 3.647

标准差 0.500 0.742 0.468 0.500 0.500 0.570 0.967 0.854 0.846 0.936 0.824 0.578 0.507 0.581 0.517

  注:**为p<0.01,*为p<0.05;NA 表示不适用,粗体字表示各个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表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X2 df X2/df RMSEA SRMR CFI TLI

单因子模型 328.834 141.000 2.332 0.026 0.037 0.993 0.982

二因子模型 322.281 156.000 2.066 0.023 0.029 0.994 0.986

三因子模型A 305.239 159.000 1.920 0.021 0.024 0.995 0.988

三因子模型B 284.647 158.000 1.802 0.020 0.027 0.996 0.989

三因子模型C 229.995 151.000 1.523 0.016 0.018 0.997 0.993

四因子模型 166.294 134.000 1.241 0.011 0.014 0.999 0.997

  注:四因子模型:PS、SR、CSE、PSA;三因子模型A:PS+SR、CSE、PSA;三因子模型B:PS+CSE、SR、PSA;三因子模型C:PS、SR+CSE、

PSA;二因子模型:PS+SR+CSE、PSA。其中,PS表示心理安全感;SR表示自我反省;CSE表示创新自我效能;PSA表示问题解决能力。

  (四)假设检验

1.自我反省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26.0软件,通过层次回归方

法,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其分析结果如表5所

示。如模型2和模型4所示,心理安全感对自我反

省(β=0.644,p<0.001)和问题解决能力(β=
0.628,p<0.001)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控

制变量的情况下,心理安全感对自我反省和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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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能力的方差解释率分别达到了39.4%、38.1%,
说明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其自我反省水

平和问题解决能力也越高,假设H1和H2得到了

实证数据的支持。模型5和模型7分别考察了自我

反省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

响,其结果显示,自我反省(β=0.641,p<0.001)和
创新自我效能感(β=0.518,p<0.001)对问题解决

能力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

下,自我反省和创新自我效能感对问题解决能力的

方差解释率分别达到了39.3%、25.3%,假设H3和

H5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在模型6中,将心理

安全感(β=0.234,p<0.001)和自我反省(β=
0.418,p<0.001)同时纳入回归模型,心理安全感

和自我反省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回归系数仍然显

著,而心理安全感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回归系数则

由原来的0.628下降为0.234,心理安全感和自我

反省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方差解释率为

39.8%,表明自我反省在心理安全感对问题解决

能力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实证数据支

持了假设H4。
表5 自我反省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变量
自我反省 问题解决能力

M1 M2 M3 M4 M5 M6 M7

性别 0.052* 0.012 0.094*** 0.068*** 0.061** 0.063** 0.088***

年级 -0.002 0.004 -0.048* -0.045* -0.047** -0.046** -0.079***

学科 -0.038 -0.002 0.008 0.031 0.032 0.032 -0.011

学位类型 -0.020 -0.004 -0.024 -0.013 -0.011 -0.012 -0.026

高校类型 0.113*** 0.027*** 0.011 -0.046** -0.061*** -0.058** 0.058**

家庭经济情况 0.107*** 0.017* 0.127*** 0.067** 0.058** 0.060** 0.039

家庭居住地 -0.009 -0.004 -0.044 -0.041 -0.038 -0.039 -0.059*

父亲受教育情况 -0.058 -0.013 -0.080* -0.050 -0.042 -0.044 -0.001

母亲受教育情况 0.091* 0.007 0.105** 0.044 0.046 0.044 0.105**

父亲职业 -0.037 -0.012 -0.093** -0.076** -0.069** -0.071** -0.013

母亲职业 0.067** 0.007 0.038 -0.002 -0.005 -0.005 0.004

心理安全感 0.644*** 0.628*** 0.234***

自我反省 0.641*** 0.418***

创新自我效能感 0.518***

F 8.130 136.632 7.547 120.742 126.708 119.512 68.963

R 方 0.043 0.437 0.040 0.421 0.433 0.438 0.293

ΔR 方 0.043 0.394*** 0.040 0.381*** 0.393*** 0.017*** 0.253***

  注:***为p<0.001,**为p<0.01,*为p<0.05。

  2.调节作用检验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安全感对问题解决能力

以及自我反省对问题解决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如表6所示。
表中模型9和模型10主要考察了创新自我效

能感在心理安全感影响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过程中

的调节作用,其回归模型结果显示:①心理安全感

(β=0.554,p<0.001),创新自我效能感(β=

0.417,p<0.001)对研究生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②心理安全感与创新自我效能感

的交互作用项(β=0.031,p<0.05)对研究生个体

的问题解决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图2显示,在

较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水平下,心理安全感对研究

生个体问题解决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假设

H6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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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变量
问题解决能力

M8 M9 M10 M11 M12
性别 0.094*** 0.066*** 0.066*** 0.061*** 0.062***

年级 -0.048* -0.070*** -0.068*** -0.071*** -0.069***

学科 0.008 0.014 0.013 0.015 0.014
学位类型 -0.024 -0.016 -0.015 -0.015 -0.012
高校类型 0.011 -0.002 -0.002 -0.012 -0.013

家庭经济情况 0.127*** 0.004 0.004 -0.002 -0.001
家庭居住地 -0.044 -0.053** -0.055** -0.051** -0.054**

父亲受教育情况 -0.080* 0.010 0.014 0.014 0.019
母亲受教育情况 0.105** 0.052* 0.051* 0.051* 0.051*

父亲职业 -0.093** -0.014 -0.014 -0.010 -0.01
母亲职业 0.038 -0.025 -0.023 -0.027 -0.025

心理安全感 0.554*** 0.564*** 0.201*** 0.206***

自我反省 0.375*** 0.383***

创新自我效能感 0.417*** 0.420*** 0.412*** 0.417***

心理安全感×创新自我效能感 0.031*

自我反省×创新自我效能感 0.041**

F 7.547 211.009 196.509 207.312 194.508
R 方 0.040 0.579 0.580 0.593 0.594
ΔR 方 0.040 0.539*** 0.001* 0.014*** 0.001**

  注:***为p<0.001,**为p<0.01,*为p<0.05。

图2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

问题解决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6中模型11和模型12主要考察了创新自

我效能感在自我反省对研究生个体问题解决能力

中的调节作用,其回归模型结果表明:①自我反省

(β=0.375,p<0.001),创新自 我 效 能 感(β=
0.412,p<0.001)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存在显

著正向影响;②自我反省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交

互作用项(β=0.041,p<0.01)对研究生个体的问

题解决能力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图3显示,与
低创新自我效能感相比,在高创新自我效能感水

平下,自我反省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

显著,假设H7得到了支持。

图3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自我反省对研究生

问题解决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质变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从
批判性反思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心理安全感影响研究

生个体问题解决能力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其研

究结论如下:
1.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个体问题解决能力有重

要影响。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其问题解

决能力也越强。当具备较高的心理安全感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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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体不会由于公开讨论、开展反馈和提出新观点

或解决方案而遭受导师或其他教师及同学的指责、
处罚或排挤,因而研究生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得以

不断提升;相反,如果研究生个体心理安全感较低,
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和思路的风险将会被高估,因
而问题解决能力也得不到锻炼。
2.自我反省通过影响研究生个体的心理安全感

进而影响其问题解决能力。对研究生个体的问题解

决能力进行层级回归发现,自我反省这种思维能力

通过中介作用显著促进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问题解

决能力的影响。在较高的心理安全感水平下,研究

生个体由于不用担心因为质疑和提出新的想法及解

决方案遭受处罚和排挤,更容易突破固有思维模式

和认知框架的束缚进行自我反省,可以更加自由地

投入精力和时间到具体的工作中去,这有益于他们

充分自由发挥并展现自我,进而促进问题解决能力

的提升。
3.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安全感影响研究生问

题解决能力的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创
新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有着直接的影

响。创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研究生个体,对相关问

题的解决有着更强的信心和动力,更容易化困难为

勇气,持续不断地进行尝试和突破,进而促进相关问

题的解决和处理。其次,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安

全感对研究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着调

节作用。在较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下,心理安全感

较高的研究生个体由于不用承担因质疑及提出新的

想法和解决方案的风险,他们更容易对问题的解决

思路和方法进行新的尝试,这有益于问题解决能力

的提升。最后,创新自我效能感在自我反省与问题

解决能力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相较于创新自我效

能感较低的研究生个体,在创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

情况下,自我反省思维能力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在强

烈的创新动机和信心下,更容易发挥自身优势,突破

固有思维进而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促进相关问题

的解决。
(二)对策建议

1.注重研究生心理安全感的监测和培养。已有

研究表明,心理安全感是增加个体工作投入,促进学

习投入和创新行为产生及提高个体及组织绩效的关

键要素。但就目前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而言,有研究

显示,在校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大约在

30%,原国家教委曾对12.6万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和

测试,也发现存在明显心理障碍者达20.23%[49]。

鉴于此,培养单位应该重视研究生个体心理安全感

的监测与培养。首先,培养单位应对入学研究生进

行心理安全感测试、记录并建档,方便学校后续针对

心理安全感低的研究生个体进行甄别和培养。其

次,学校要注重兼容并包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消除

研究生因质疑权威等行为而受处分的风险,让研究

生在敢于质疑的校园文化和学习氛围中不断提升自

身的心理安全感。最后,培养单位可以通过建立心

理安全感增值和反馈评价机制,让研究生个体成为

自身心理安全感培育的监测人和保障人,在不断改

进和监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心理安全感。
2.加强研究生自我反省思维的培养。杜威在

1933年出版的《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一书

中指出,思维的较好方式叫作反省思维[50]。由此,
可见自我反省对我们的重要性。但就当前的研究生

培养现状而言,人的自我意识、理性、情感、德性、实
践性和创造性等被忽视,确定性知识替代了不确定

知识成为教育教学关注的重心,人的主体地位被确

定性知识替代,结果使培养出来的人既不协调又缺

乏创造性。因此,要求培养单位转变人才培养观念,
加强研究生自我反省思维的培养。第一,要重视不

确定知识的传授、探究与讨论,转变以往的确定性知

识观支配下的教育教学,从关注“才”转向关注“人”,
让研究生个体围绕问题进行研究,积极鼓励研究生

质疑、反思和提出新观点,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发现、活化、更新和创造知识,从而不断锻炼其

自我反省思维。第二,要帮助学生进行足够的自我

反省思维训练,通过研究学生的特质和习惯,发现和

挖掘学生天赋中的某些因素来促进思维训练,并为

他们的反思、质疑和创新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他

们在反复质疑、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自身的反省思维

水平。第三,提倡反省思维培养与生活紧密相连,让
学生“从做中学”,尊重学生的个人摸索和主观经验,
让学生主体在情景式教学中既当学习者,又当传授

者,从而不断改造和完善其反省思维方式。
3.推动研究生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上

述研究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研究生个体问

题解决能力的重要因素。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存在

一定的风险,尽管研究生在尝试创造性解决问题之

前都期望成功,但一旦失败,将承担一定的风险和损

失,这使得研究生害怕创新,缺乏创新自信心和动

力,拒绝尝试新的思路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其问题

解决能力也得不到提升。Scott等的研究表明,个体

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可以开发[51],那么研究生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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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自我效能感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得到提升。第

一,培养单位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建立相

对灵活的、自由的、有弹性的创新文化氛围,容忍创

新的失败和错误的发生,不惩罚创新失败,减少对研

究生创新实践活动的束缚,让研究生可以大胆尝试

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其不断尝试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设计恰当的正向反馈和激励机

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第二,导师

要帮助研究生意识到,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提升问题解决能力的内驱力。导

师要鼓励研究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活动,并在

其创造性解决问题时,及时给予其充足的资源和信

息支持,对其创造性活动做出恰当的反馈和评价,让
其认识到创新活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摒弃急

功近利的学习动机,要迎难而上、潜心研究,不断收

获自信,增强自身的创新自我效能感。第三,研究生

个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重视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培

养。作为问题解决实施的主体,研究生对待创新实

践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能把所学到的知识创造性

地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主动地参与各类创

新实践活动,培养自己对创新活动的好奇心和工作

热情,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大胆独立自主地开展创

新实践,当遇到困难或瓶颈时,主动向导师和同学求

助,在不断创新实践和反馈中培养自身的创新自我

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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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perspectiveofcriticalreflection,qualitativechangelearningtheory,andsocialcognitiontheory,this
studyadoptsthehierarchicalregression methodtoexploretheinfluenceofpsychologicalsecurity,self-reflection,and
innovativeself-efficacyonpostgraduatestudents’problem-solvingabilityanditsworkingmechanism.Theresultsshowthat
psychologicalsecurity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problemsolvingability,self-reflectionplaysapartialmediatingrole
inthe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logicalsecurityandproblemsolvingability,andinnovativeself-efficacynotonlydirectly
influencestheproblemsolvingabilityofpostgraduates,butalsoplaysamoderatingroleintheprocesswhenpsychological
securityandself-reflectioninfluenceproblemsolvingability.Basedonthefindings,theauthorsbelievethatitisnecessaryto
payattentiontothemonitoringandcultivationofpsychologicalsecurity,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self-reflectivethinking,

andpromotetheimprovementofself-efficacyofindividualinnovationofpostgraduates,soastoenhancetheirproblem-solving
ability.
Keywords:problemsolvingability;psychologicalsecurity;self-reflection;innovativeself-efficacy

(上接第18页)

ThreeDimensional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ExcellenceTeacherProgram”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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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ExcellenceTeacherProgram(NEPSSTTP)isateachereducationpolicytotrainpostgraduate-levelscience
teachersfo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andaneducationalpioneeringactiontomakeChinastrongineducation,science
andtechnology,andtalenttraining.Thepresentstudieshaveignoredtheanalysisofthetranscendentalsituationinthe
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withlessthoroughinterpretationofthestrategicconnotation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
intheframeworkoftheNEPSSTTP,andimmaturejudgmentoftherisksintheimplementationofthepolicy,resultinginthe
lackofsystematicconstructionoftherationalpolicyimplementationpath.Inordertobetterachievethegoalsandfulfillthe
tasksoftheNEPSSTTP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theauthorsusethephilosophicallogicstructureasthetheoretical
analysisframeworktoanalyzehowtounderstandthepolicyobjectivessuchasfulluseoftheendowmentofteachersand
students,theintensiveallocationofteachingresources,andtheiterationofteacherstrainingsystemfromtheontological
dimension;thetheoreticlogicforavoidingdistortionsinpolicyimplementationbypayingequalattentiontoteachingtheoretic
conceptsandimpartingpracticalskills,correctingvaluesguidance,andinnovatingimplementation measuresfromthe
epistemologicaldimension;andtheestablishmentofthreepolicyimplementationpaths,namely,theaggregationof
advantages,theadaptationtospecificschoolconditions,andthecreationofnewparadigmsfromthemethodologicaldimension.
Withtheaboveanalysis,theauthorsexpectthatthispostgraduateeducationpolicywillbebasicallyfollowedinimplementing
theguidingprinciple,avoidingrisks,andincreasingefficiency.Theauthorsalsohopethatthepolicywillserveasaguarantee
forhigh-qualitytrainingofexcellentscienceteachersfor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Keywords:makeChinastrongineducation;“NEPSSTTP”;teachereducationpolicy;scienceteachers;makepolicymor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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