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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对学徒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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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广东省三所高职院校共216名现代学徒制在岗学生，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现代学徒制师徒关
系为自变量，学徒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对学徒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师徒关系对学徒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师徒关系通过职业成功影响学徒
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论丰富了现代学徒制的实证研究，为更好地激励学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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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on Appren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Guangdong

Hu Ziyu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5114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with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in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appren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dependent variabl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former on the

latter. By selecting a total of 216 modern apprentices from thre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Guangdong, it conducted an SEM study, finding

that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via career success on apprentic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would enric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motivation for the

appren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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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徒关系是影响现代学徒制实施的基本要素，

近几年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主要集

中于从制度完善、校企合作、组织绩效等角度阐述师

徒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Wanberg，Welsh &

Hezlett，2003；韦世友，2018）。将师徒关系作为前因

变量，以学徒为结果变量研究工作绩效的较少，关于

内在驱动的要素，比如幸福感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现代学徒制学徒边工作边学习（赵鹏飞，2014），承受

着学业和与工作带来的双重压力。对他们而言，心

理健康教育尤其是主观幸福感显得尤其重要（周正,

李健，2010）。良好的师徒关系，有助于学徒化解负

面情绪，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赖晓红，2005；蒙俊

健，2012），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将来的学习和

工作（李铭洁，2019）。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法，选取广东省三所高职

院校在岗的216名现代学徒制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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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对学徒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 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

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是企业师傅与学生（学徒）

间形成的一种基于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关系、生产

中的互动关系及私人交往关系等的总称（陈旭，

2017）。

个体与所在工作场所产生的交互作用会为个体

及组织带来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作用。Thorndike

（1934）用职业满意度来评价职业成功，也是最早对

职业成功进行研究的学者。Greenhaus等（1990）指

出，职业成功是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反映个体在工

作经验中积累的积极心理或期望职业成就的达成情

况（Seibert，et al.,2001；Ng，et al.，2005；闫 文 昊 ，

2018）。在无边界生涯时代，主观评价标准比客观标

准更为重要（Weick，1996；Heslin，2005）。因此，本

文采用主观职业成功。Diener（1984，1997）认为主观

幸福感即个体依据自己对生活的预期规划，对其生

活状态的总体上的评价。主观幸福感反映了个体在

社会生活中的适应状态（Diener，Oishi，et al，2003；丁

新华&王极盛，2004）。

2.1 研究假设

（1）师徒关系与学徒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师徒

关系在职业期望、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方面都

有可能对学徒产生影响（Allen，et al.，2008；Eby，et

al.，2008；Underhill，2006）。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不

仅体现教育关系，还体现了生产中的互动关系（陈明

昆，2016）。在互动中，师傅与学徒建立“朋友”关系

（Williams、Ratima & Grant、Holland，2013），给予学徒

更多心理上和经历上的帮助（Ragins，1990；Russell

& Adams，1997；关晶，2019）。幸福感是个体按照自

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Wang,

Mei, Tian，& Huebner，2016）。良好的人际关系满意

度能够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张灵，郑雪，等，

2007）。现代学徒制的在岗学徒正处于事业初创期，

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代表着他们的主观

幸福感水平（李铭洁，2019）。一般来说，个体对生活

的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就会越强烈（郭翠兰，

2009）。幸福感较高的青少年比同龄人体验到更高

的生活满意度并且对未来生活抱有更高的期望

（Eryilmaz, 2011）。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师徒关系和学徒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2）职业成功对师徒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部分

中介作用。职业成功是个体加入组织最重视的因素

（Cappelli，2000），关系到个体的职业成长（Ng，et al.，

2005）。主观职业成功是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反映

了个体对自身实际或期望的职业成就情况，据此开

发的衡量标准称之为职业满意度量表（Greenhaus等，

1990；Boudreau&Seibert，2001）。良好的人际关系对

个体职业发展前景或职业成功有重要影响。人际关

系通过影响社会资本影响一个人的成就（Column，

1988）。成员的交换关系对职业成功有显著影响（王

牟，2009）。其中，师徒关系对学徒的职业成功显著

正向相关（童俊，王凯，韩翼，2018）。师徒之间的互

动频率、互动质量与徒弟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师徒间

的互动频率或者互动质量越高，徒弟的工作满意度

也越高（Ensher & Murphy，1997）。通过比较研究发

现，相对于没有师傅指导的员工而言，有师傅的员工

会获得更多积极的内在成果，比如：更高的职业满意

度、工作满意度等。良好的师徒关系不仅有助于徒

弟获得支持、庇护和提供信息支持，也增强了徒弟的

职业期望和满意度（Allen et al.，2004；周小虎等，

2009）。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职业成功对师徒关系和学徒主观幸福感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

2.2 理论模型

依据对文献的整理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假设关

系，构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师徒关系 主观幸福感

职业成功

图1 师徒关系与学徒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

胡子瑜：广东省现代学徒制师徒关系对学徒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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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面向广东省高职院校在岗的现代学徒制学

生，通过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佛山职业技术学

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学校的校内班级指导老

师发放问卷。一共发放226份问卷，回收问卷216

份，回收率 95.58%，其中有效问卷 213 份，有效率

98.61%。

3.2 变量的测量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基于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成果，设计了本文的问卷。

（1）师徒关系量表。本文采用陈旭关于现代学

徒制师徒关系的量表，共6个项目，典型的测量条目

如“在对你平时的教育过程中，师傅会主动向你演示

操作示范”，“在对你平时的教育过程中，师傅会和你

讨论职业生涯发展问题”。

（2）主观幸福感量表。本文采用 Diener、Em-

mons、Larsen和Griffin（1985）开发的量表来测量在工

作场所中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典型的测量条目如

“在公司中，我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状态”和“我非常满

意我的公司中的整体生活”。

（3）职业成功量表。本文使用 Greenhaus 等

（1990）开发的量表，共5个题目，这也是目前最常用

的量表，主要表达徒弟的职业满意度。典型的测量

条目如“我很满意在晋升方面已经取得的进步”，“我

很满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的成功”。

3.3 数据处理与分析

（1）受访者的基本特征。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

出，受访的学徒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2）调研问卷信效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变量、信

度和效度见表2、表3。表2中峰度和偏度均小于3，

说明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Alpha>0.85，组合信度

CR>0.85说明该测验的结果内部一致性高。平均提

取方差（AVE）>0.5，说明效度通过检验。

通过SmartPLS软件运行模型，路径系数如图2所

示。图2显示，师徒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0.168，p<0.05），验证了假设H1成立。师徒

关系、职业成功、人-组织匹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

表1 受访学徒基本特征

变量

学徒的性别

师傅的性别

学徒和师傅性别异同

定义与赋值

男

女

男

女

同是女性

同是男性

不同性别

样本数

114

99

124

89

48

76

89

比例

53.52%

46.48%

58.22%

41.78%

22.54%

35.68%

41.78%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师徒关系1

师徒关系2

师徒关系3

师徒关系4

师徒关系5

师徒关系6

主观幸福感1

主观幸福感2

主观幸福感3

主观幸福感4

主观幸福感5

职业成功1

职业成功2

职业成功3

人-组织匹配1

人-组织匹配2

人-组织匹配3

人-组织匹配4

人-组织匹配5

均值

3.981

3.995

3.657

3.789

2.977

3.540

3.094

3.066

3.108

3.305

2.779

3.047

3.019

3.113

3.075

3.056

3.014

3.146

3.099

标准差

1.179

1.161

1.489

1.321

1.596

1.435

1.079

1.107

1.093

1.099

1.184

1.056

1.134

1.095

1.041

1.033

1.050

1.017

1.000

峰度

0.658

-0.266

-1.197

0.111

-1.670

-1.226

-0.525

-0.619

-0.563

-0.252

-0.790

-0.405

-0.690

-0.485

-0.140

-0.283

-0.392

-0.070

-0.120

偏度

-1.280

-1.007

-0.644

-1.169

-0.073

-0.546

-0.301

-0.298

-0.346

-0.650

-0.026

-0.335

-0.348

-0.463

-0.403

-0.422

-0.322

-0.538

-0.398

外部载荷

0.793

0.764

0.802

0.778

0.688

0.786

0.905

0.918

0.935

0.843

0.855

0.918

0.921

0.948

0.949

0.963

0.957

0.943

0.934

表3 模型的信度和效度

主观幸福感

人-组织匹配

师徒关系

职业成功

Alpha

0.935

0.972

0.862

0.921

rho_A

0.936

0.973

0.866

0.921

组合
信度

0.951

0.978

0.897

0.95

平均提
取方差
（AVE）

0.795

0.901

0.592

0.864

主观幸
福感

0.892

0.851

0.524

0.816

人-组
织匹配

0.949

0.420

0.833

师徒
关系

0.769

0.444

职业
成功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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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正相关（p<0.05），这一结果为相关变量之间

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必要前提。

运用边缘检验检测中介作用，具体数据见表4。

t>1.96，说明存在中介作用。调解效果差异的值在

0.2-0.8之间，说明假设H2的中介作用显著。

表4 中介效应边缘检验

师徒关系-人组织匹配-主观幸福感

师徒关系-人组织匹配-职业成功

师徒关系-职业成功-主观幸福感

人组织匹配-职业成功-主观幸福感

t

5.011

5.987

2.184

4.533

总效应

0.524

0.444

0.524

0.766

间接效应

0.356

0.33

0.356

0.234

调节效果差异

0.679

0.743

0.679

0.305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学徒工作的主要内在驱动力—主观幸福

感作为结果变量，理论分析师徒关系对学徒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师徒关系直接影响学徒的

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职业成功影响学徒的主观幸

福感。正如Dittmar（2014）研究结果所显示的，客观

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诸如

人-组织匹配、主观职业成功等

心理变量的中介传导作用。因

此，师徒关系的互动频率越高、

互动质量越高时，学徒们的幸福

感也较强；学徒对工作的满意度

越高时，学徒感受到的幸福感也

越高。

这个研究结果为校企双方

更合理的激励学徒提供了科学

依据。学徒进入工作岗位，面临

新的环境，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社

会环境、适应工作环境，另一方

面在工作之余还要继续完成学

业。这要求学徒把握好工作-学

业的平衡，在追求职业成功的同

时，积极维护良好的师徒关系，

与组织内部的同事和领导和谐相处，顺利完成学业。

以上结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师

傅和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关心学徒们的工作，还应该

为学徒们的学业“减负”，实施降低学徒企业员工角

色超载的管理策略，如提供休假机会、帮助学徒在工

作场所附近完成课程学习，有助于凸显企业的引导

与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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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定分值比例；二是结合PTCA教学法，注重课程

的过程性考核评估和学生学习水平的评价，而不是

期末的一张试卷定成绩；三是结合现代学徒制人才

培养的要求，在考核评估中融入合作企业的考核评

价元素。在具体实践中，专业核心课程群首先要进

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思政元素与课程中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有机融合，将思政元素的呈现方式与

教学方式方法的有机融合，并在学生的学习表现中

有所体现。在过程性考核中，需要根据任务的难度、

学习时长等确定各个学习项目的分值，并制定详细

的评分标准，供学生学习和教学使用。如果是校企

合作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考核中要听取合

作企业的意见，在分值比例、评分标准等方面，可以

参考企业的考核要求。

6 总结

高职院校应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

“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为抓手，突破过去单独某门

课建设的域限，凸显专业核心课程群在专业技能人

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能够有效培育技术技能全面、

专业职业素养较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既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意义，又兼有一定学科性和学

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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