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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心理资本为视角，采用质化个案研究方法，对三名高校商务英语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

探究其教师学习的嬗变、整合与创生。研究发现: 1. 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的心理资本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受早期英语

学习、与商务英语相关的职业拓展以及对商务英语教师的身份认同感等个体特质、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

中乐观与希望因素差异明显; 2. 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的学习信念与实践基于具体情境，由于个体心理资本的不同归

因、投入程度和环境支持等因素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反映和认知倾向; 3. 教师学习能有效帮助商务英语教师

积累心理资本，通过教师学习共同体、学位攻读能有效帮助教师确立自我认同感，消弭认知冲突和消极情绪，使商

务英语教师在慕课背景下能以更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线上商务英语教学，从而改变商务英语教学信念。

［关键词］ 心理资本; 商务英语教师; 教师学习; 教师信念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00 ( 2022) 02－0081－07

■■■■■■■■■■■■■■■■■■■■■■■■■■■■■■■■■■■■■■■■■■■■

收稿日期: 2022－03－05

作者简介: 蔡佳凝 ( 2001－) ，女，福建福州人，研究方向: 教育心理学;

郑新民 ( 1957－) ，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信念。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最早于 2007 年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设立，此后发展迅速。但商务英语师资队伍

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教师并未受过商务方面

的专业训练，大多毕业于各大院校的英语语言文学

专业，在科研上较为弱势。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以

“教师学习”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帮助

教师主动进行教师学习，完成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焦点也转向动机、愿景、理解、反思、实践、社群

等更深的维度。在诸多教师竞争力要素中，心理资

本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要素。因

此，本研究立足心理资本，对高校商务英语教师学

习信念与实践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和互动关系进行

探究。

一、文献综述

国外语言教师学习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领域成

果丰硕。随着社会文化理论在教育心理学上的应用，

Johnson［1］等将该理论引入教师发展研究，研究焦点

转向探索教师如何实现个体与社会及物质环境的互

动。在 国 内 的 教 师 学 习 研 究 领 域， 曾 练 武、范

梅［2－3］等对教师的心理品质做了深入研究，认为教

师个体优秀的心理品质对其教师素质的提高、自我

价值的实现、教师职业发展及高校组织建设会产生

积极的竞争优势; 何威风、刘文俊［4－5］等对心理资

本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个体在成

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

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目前我国的外语

教师发展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少有研究一线教师

的心理历程，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群体的教师学习和

发展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研究引入心理资

本的视角，对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的教师学习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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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下面将对教师学习与教师

信念及心理资本两个方面的过往文献进行梳理。
( 一) 教师学习与教师信念

教师学习和教师信念是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主

要研究主题。Borg［6］提出教师信念指的是教师无意

识的立场，是个体认为正确的价值导向，受教师情

感制约，指导教师的思想和行为; Li［7］提出唯有将

教师学习和教师信念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等复杂

的系统中，基于社会文化视角才能更准确地描述教

师信念、教师实践和学生学习之间的互动关系。国

外学术界突破了单一的教师认知研究框架以及二元

论，引入社会文化理论，聚焦教师在教师学习中与

环境和他人的不断互动和变化的社会建构过程。桑

国元［8］提出教师学习是教师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卷

入学习活动而发生内在变化的动态过程，是教师从

年轻教师向专家教师进化的过程，因此具有明显的

终身性; 陈向明［9］深入研究教师的主体能动性在教

师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师的主体能动性是教师能

否得到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目前国内学术界主

要探究教师群体对教学持有何种教学信念、教师主

要采取何种学习方法等，较少进行教师学习的主体

能动性研究，对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的教师学习与教

师信念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
( 二) 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这个概念是积极心理学的产物，

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最早提出，Luthans
和 Youssef［10－11］明确了心理资本四维度: 自我效能

( self－efficacy) 、希望 ( hope) 、乐观 ( optimism) 和

坚韧性 ( resilience) 。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对自我的认

知、工作态度、道德倾向等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

促进个人成长和工作绩效的提升。在国内教师信念

和教师心理的互动研究领域，唐雯谦［12］研究发现教

师信念和教师心理之间息息相关，教师的心理问题

影响教师信念，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热情。徐

艳［13］提出心理资本的特征表现为: 有信心面对挑战

性的工作，愿意表现自我; 相信并且愿意通过付出

足够努力获得成功; 面对未知的事情，能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理状态，并为达到既定目标不懈努力。郑

新民、姚洋［14－15］ 对我国教师心理资本做了深入研

究，认为优秀心理品质对高校教师提高自身素质、
实现自我价值、职业发展及高校组织建设会产生积

极的竞争优势。综上所述，心理资本是促进教师个

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从教师心理资本视

角出发对教师学习进行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实

际意义和研究价值。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教师学习和教

师心理资本应用成果较为丰硕、理论体系趋于成熟，

而较少文献聚焦高校商务英语教师的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学习和教师心理资本。基于此，本研究借用心

理资本视角透视高校商务英语教师学习信念与实践

的动态发展过程与互动关系，探究其专业发展现状

和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我国东南某省作为研究场地。考虑

到质性研究主要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

探讨，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随机抽样，样本一般比

较小，研究者综合典型个案抽样和便利性抽样的原

则，最终确定在该省会城市的两所大学中担任商务

英语教学的 3 名教师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具体信息

见表 1。受访者中陈婷 ( 化名) 来自师范类院校的

商务英语专业，范云 ( 化名) 和陆涛 ( 化名) 来自

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大学英语专业，均长期从事高校

商务英语教学，陈婷和范云曾经开设过校级商务英

语慕课，陆涛没有此方面的经验。
表 1 访谈对象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姓名 陈婷 范云 陆涛

性别 女 女 男

年龄 35 岁 45 岁 48 岁

学历

职称

特点

硕士研究生 ( 海

归) 、讲师

青年 教 师，家 庭

支持 良 好，较 小

年龄开始学习英

语，英语基础好，

性格开朗乐观。

博 士 研 究 生 在

读、副教授

中年 教 师，教 学

经验 丰 富，业 余

商务英语相关工

作经 验 丰 富，性

格开朗乐观。

硕士、副教授

中 年 教 师，英

语 良 好，教 学

经 验 丰 富，性

格较为内向。

入职时

学历
本科 本科 本科

( 二)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期 1 学年 (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 。经研究对象允许，研究者阅读了他们有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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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的个人笔记、教学日志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作

为三角互证以排除单纯将访谈数据作为研究数据的

主观性，具体信息见表 2。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观察对象上半学年的商务英语教学是正常

的线下教学，2020 年初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

后，均转为线上教学，从 2020 年 2 月底持续到 6 月

底，为期 4 个月。本着受访者情绪、配合度稳定以

及数据饱和的原则，研究者针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

了 4 次线下课堂观察、3 次师生一对一线下辅导观

察、2 次线下讨论会观察、4 次线下半结构式访谈，

对他们分别进行了 3 次线上课堂观察、3 次线上半

开放式访谈。

所有访谈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进行并录音，

兼顾访谈过程中受访者的观点、陈述及情绪变化。

研究者还针对研究需要安排多轮追踪访谈，反复对

比已有数据，直至理论性饱和，开始出现资料重复

为止。最终，研究者对所有数据进行编号和整合。
表 2 数据收集来源

Tab. 2 Sources of data collection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 描述

观察
陈 婷、范 云、

陆涛

观察其日常工作、学习及课

堂教学过程

日志
陈 婷、范 云、

陆涛

分析受访者的日记、教学日

志等

半 结 构 式

访谈

陈 婷、范 云、

陆涛
制作访谈提纲、录音并转写

( 三) 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的交叉

比对。第一阶段 “开放性编码”: 根据数据中信息

共同出现的频率，将所有数据分为 8 个主题: T1 学

习动机、T2 学习效果、T3 学习内容、T4 学习策略、
T5 学习情绪、T6 学习毅力、T7 学习态度、T8 学习

途径; 第二步 “主轴编码”: 根据以上八个主题的

意义分为不同的类属，进行一、二级编码; 第三步

“开放式编码”: 以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感、乐

观、希望与韧性四维度为视角，寻找不同类属之间

的关联，进行三级编码。研究者共同参与整个编码

过程，在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将编码结果交于

第三方专家，请其对编码结果进行审查确认，并根

据专家意见对编码结果进行修改完善。

( 四) 研究发现

通过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如下:

1. “我觉得我能做得很好”: “自我效能感”与

教师学习的互动。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处理

具体任务时，能否利用所拥有的全部技能来完成该

任务的自信程度。在研究对象进行教师学习的过程

中，自我效能的动态变化方式以及变化原因有着各

自的差异。
陈婷的自我效能感主要来源于童年成功经历、

海外进修。
陈婷: “我从小英语基础就好，一开始就对自

己的能力有信心，也一直不甘落于人后。”
陈婷: “A 国的留学生涯使我对商务知识更有了

解，看事情的方式与角度开始有变化，回来后很多

以前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
虽然范云也有自我效能感以支撑其教师学习信

念与实践，但其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主要来源于与商

务英语相关的专业能力拓展、多元化职业经历以及

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
范云: “除了大学教师，我做过电视台英语新

闻节目主持人、和省商务厅合作、长期帮助涉外企

业翻译商务文书，这样的我应该很有资格教一门商

务英语课吧?”
范云: “能考上博士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而且感觉自己很幸运，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商务英语

教师信念，是自己喜欢也有一定基础的东西。”
与上述两位受访者不同，受到较落后的工作环

境以及共同体内消极思想产生的影响，陆涛的话语

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不甘。
陆涛: “我们学院虽然有商务英语组，但组里

的老师都是半路出家，几乎都没有从事过商务英语

的工作，我觉得我只教英语还行，但是商务方面的

知识我真的很欠缺。”
陆涛: “我们学院的同行很少进行教学研讨，

其他同事几乎都是各干各的，从事的科研都与商务

英语无关，想写关于商务英语教学的论文也没什么

人指导。”
2．“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乐观”与教师学

习的互动。“乐观”是指教师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

进行积极归因，如自身努力等内部原因; 对消极事

件进行外部、偶然的归因，认为其发生在特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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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受访者在教师学习过程中都有过成功或者失败

经历，但他们的归因方式各不相同。
陈婷与范云将当前所获的成功归因于自身的主

动努力与争取。
陈婷: “我很高兴选择了出国进修，在进修期

间，为了更好地上好商务英语课，我去商学院选修

了商务相关课程，使我对商务英语教学有了更深和

更广的了解，对我的教学帮助很大。”
范云: “我从事商务英语教学多年，教学的过

程中一直在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进行反思，

越反思越觉得只有更进一步的学习才能解答很多我

的疑问，所以决定考博。读了博士之后，掌握了正

确的研究方法，之前的很多问题也得到了解答，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而陆涛将自己的成功与不利情况归结于不可干

涉的外部以及处境因素，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状

况整体抱有消极看法，这影响他的教师学习信念与

实践。
陆涛: “我教的学生是三年下学期，这个时候

的学生基本上都无心学习课内课程，一般都在考虑

考研或出国深造，都抱着 60 分万岁的态度，学生没

有学习激情，我也越教越没劲。“
陆涛: “我大学和研究生时候读的专业都是英

语语言文学，十多年前我们学院组建商务英语系，

把我调了过去，仅仅送我们到广外进修了一个学期，

就上岗了。说实话，每次站在讲台上，我都有一种

不安 感。但 是，现 在 学 院 也 不 组 织 我 们 进 修 深

造了。”
3． “直视目标的迂回”: “希望”与教师学习的

互动。“希望”是直指目标的能量和路径策略的认

知，即个体具有较强的意志且会采取有效途径和策

略去实现一个或多个预期目标。 “希望”使教师有

清晰的目标，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能积极应对并另

辟蹊径，制定有效的策略以平衡教师学习过程。
陈婷善于合理利用自身现有的良好软环境，积

极与同事及家人交流以获取支持。
陈婷: “我一开始对网络商务英语教学不抱积

极态度，但渐渐地我发现商务英语慕课教学既是一

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网络商务英语教学可以让学

生更快速高效地接触到更多的学习资源，许多学习

软件对学生的商务英语学习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作用。”
陈婷: “工作中遇到问题时我就会找同事或前

辈请教、探讨、合作，这样我的教学科研能力能够

得到提升，同时也增强了归属感。”
范云虽然没有陈婷所拥有的良好环境，但她通

过攻读学位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因素，并结合自身所

处环境中的优势资源来达成自己的预期目标。
范云: “一开始读博太迷茫了，我的科研大方

向是教师信念，但是教师信念的内涵广阔，如何在

浩瀚大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连续数月失眠，

看文献、找师兄师姐商量、找以前的同学、问老师，

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也具有实际意义的选题，

即商务英语教师信念，方法不用尽之前，怎么敢说

自己做不了?”
陆涛本身教师学习信念尚可，但相对以上两位

研究对象，陆涛的家庭及工作单位没有给他提供很

好的支持，也正因如此，他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多

采取消极应对的策略。
陆涛: “我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身体有着诸

多毛病，我太太没有工作，女儿还在大学，我能把

课堂完成就行了，现在又要我们学习线上上课，真

是太难了。”
陆涛: “没有资源啊，文献看不懂，学校请的

专家来，讲的都是听不懂的话题，来去匆匆。”
陆涛: “我也出去开过一次学术会议，但我们

单位那个报账让我去一次就不想去了。”
4．“困境下的舞蹈”: “韧性”与教师学习的互

动。“韧性”指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个体能够坚

持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是在积极或消极情

境下，能够保持投入的水平，是达成目标的一系列

价值观、态度、情绪和认知特质。 “韧性”能帮助

教师在相对较差的教师学习条件下克服困难，适应

环境，提高主动学习新知识和经验的能力。研究对

象在面对教师学习的困境时，基于不同的内外在原

因，其应对的方式各不相同。
陈婷在面对问题和困境的时候，其内在性格起

到了一定作用。
陈婷: “这次疫情给商务英语教学带来了很多

的改变和挑战。商务英语课教学内容较为复杂，涉

及到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不同形式，

线上教学让这一切显得复杂而操作不便。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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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里就没有轻易言败这个词，之前的慕课建

课经验这时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通过努力，我

最终到了合适的教学手段，克服了这些困难，而且

教学效果更好了。”
范云则是从博士学习的共同体以及对博士生身

份的认同中吸取精神支持与实际帮助以维持学习信

念与实践。
范云: “一边读博士一边进行商务英语教学，

每天都非常繁忙，但是繁忙之中我也渐渐找到了合

适的节奏，攻读博士的路程虽然艰辛，但同时使我

在教学时更自信、视野更广。”
范云: “疫情期间，我们学院实行线上教学。

一开始操作软件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的，但是，读

博的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这点小挑战难不倒我。

我用科研精神接受挑战，最终熟练掌握了线上教学

的各种技巧，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陆涛由于缺乏一定的资源与支持，加上自身性

格特点与处境因素的制约，导致其教师学习实践难

以获得有力支撑，这也导致了学习信念的丧失，进

而从整体上对其教师学习产生消极影响。
陆涛: “线下教学的时候学生都不怎么投入，

转向线上教学后，我和他们的距离就更远了，课堂

组织就更困难了。学校要求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线

上教学软件，但这点我真不如年轻人，学习网络技

术真的太难了。”
综上，三位研究对象的教师学习信念及心理资

本状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三位受访者的教师学习信念及心理资本状况

Fig. 1 Teacher leaning belief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s of the participants

三、讨论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试图在前人量化研

究结果的基础上，探寻量化研究所难以触及的深层

次动态影响层面，就心理资本对高校商务英语教师

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度聚焦、挖掘和分析。本研

究从个体心理资本差异及影响因素、心理资本影响

下的教师学习信念与实践以及两者的动态发展过程

与互动关系展开讨论。
( 一) 个体心理资本差异及影响因素

从本研究梳理的数据来看，商务英语教师个体

心理资本因个体特质、组织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慕课背景下，商务英语教

师在混合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学习呈现出明显的个性

化特征。陈婷由于较早接触英语学习，英语基础好，

早期教育经历中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其教师心理资本

的积累; 范云的博士学习为商务英语教学提供了深

度的理论支持，名校博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为教

师心理资本积累起着积极作用; 陆涛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却对教师心理资本起着负面影响，由于自身对

“商务英语教师”的身份缺乏认同感，以及由此产

生的“孤独感”，无法对商务英语教学获得新的视

角和积极的态度，从而无法获得教师专业发展。因

此，早期教育经历中的鼓励与成功经验、高等教育

阶段的名校效应或是海归经历以及入职后的工作及

家庭生活环境构成影响研究对象心理资本最主要

因素。
( 二) 心理资本影响下的教师学习与教师信念

研究对象不同的心理资本发展模式导致其教师

学习与教师信念的差异。陈婷和范云在早期心理资

本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积极心理资本有效回应自身

弱点、认知冲突与消极情绪，在面对商务英语慕课

和线上商务英语教学的时候，没有表现出畏难或抵

触情绪，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积极克服困难进行

教师学习，使得原有的商务英语教学信念获得提升;

陆涛由于环境的限制以及未能获得家庭支持等，早

期累积的积极心理资本无法得到延续，新的积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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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本也未能得到构建，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遇

到诸如慕课和线上商务英语教学等挑战时，采用逃

避的态度，无法实现教师学习，商务英语教学信念

悲观消极。研究对象心理资本的不同动态发展过程

表现在不同的教师学习和教师信念上。总体来说，

研究对象的教师学习各自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 ( 见

表 3) 。
表 3 研究对象教师学习基本特点

Tab. 3 Teacher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陈婷 范云 陆涛

学习动机
自 我 实 现、职

业提升
职业提升 职业提升

学习效果 好 好 一般

学习内容

教 学 法、教 师

教 法、教 师 发

展、商务英语、

应 用 语 言 学、

学 术 论 文 写

作、外语教育、

教师信念和教

师学习

课堂教 学、大

学英语、英 语

四六 级 辅 导、

跨文化交际

学习信念 较强 强 弱

学习情绪 持续乐观
根据学习效果

动态变化
悲观

学习毅力 较强 强 弱

学习态度 积极 积极 消极

学习途径

海 外 攻 读 硕

士、合作项目、

同 行 交 流、文

献阅读

攻 读 博 士、同

学 交 流、师 生

交 流、文 献 阅

读

同行观 摩、同

行交流

( 三) 心理资本视角下高校商务英语教师学习

信念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与互动关系

心理资本不仅包含个体天赋，还包括个人通过

学习而后天获得的耐力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心理资

本作为一种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

极心理状态，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

源。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心理资本在教师学习的过

程中不断与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互相作用，展现出一

种动态的变化过程。虽然研究对象在成为商务英语

教师之前就积累了一定的心理资本，但其心理资本

由于个体的不同归因、投入程度和环境支持等要素

的不同，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和态度，

转而又对教师学习信念与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和

变化。
具体而言，在挑战性问题产生的时候，不利的

现实条件会让教师产生认知冲突和心态失衡，从而

产生懈怠、排斥等消极情绪，对教师心理资本产生

负面影响，使得教师无法正常进行教师学习。而通

过寻求并获得外部支持、教师主动调整教师学习信

念与实践，可以帮助教师调整认知，产生新的心理

资本，从而使得教师学习得以继续。上述动态发展

过程与互动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心理资本视角下的高校商务英语教师

学习信念与实践动态协商过程

Fig. 2 Dynamic negotiation process of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learning belief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 一方面应当将价值引

导的主题同教学与学术活动相结合，从而帮助高校

商务英语教师构建正确的价值取向、职业认识和角

色认同，用较强的“希望”“韧性”达成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商务英语教师自身的异质性，教育

者在选择和制定教师学习模式时需注重针对性，在

给予商务英语教师专业性学术支持与学习引导时更

加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从而帮助

他们发掘、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进行教师学习。此外，

还应该鼓励高校商务英语教师参与多样化科研实践

与合作利他型活动，从而帮助教师合理、有效地应

对自身不足，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整，

总结凝练出积极心理资本促进教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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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I Jianing1 ，ZHENG Xinmin2

(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2.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one－year follow－up qualitative study of three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explor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ief and practice changes of their teacher learning.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1.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has great difference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suc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s early
English learning，business English－relate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of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ulture，among whic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ptimism and hope are
obvious. 2. The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teacher learning of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are different due to such
factors as personal attribution，concentration and external support in their psychological capital，which reflects
different cognitive tendencie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fic situations. 3.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help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avoid shortcomings，eliminate cognitive conflicts and
negative emotions，and prompt them to adopt a more open mindset when learning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online and
thus change their teaching belief through establishing self － identification，conducting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achieving academic degree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llege business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 learning; teacher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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