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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员工主动性行为已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但从工作意义出发探索员工主动性行为

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仍然非常缺乏"基于自我验证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

工作意义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文章分两个时点收集了"#7份有效问卷!研

究结果表明$工作意义对员工主动性行为有着积极的预测作用%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和员工

主动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工作意义与自我验证努力之间起调节

作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工作意义对自我验证努力的正向作用越强"文章试图提示管理

者关注和培养员工的工作意义!以此激发员工的主动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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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L言

随着工作日益动态化和去中心化#组织越来越需要员工从被动接受命令到主动识别和解决问题#表现

出更多的主动性行为! O-(.=L?S+V+M.S?(-"

*!1$+

%主动性行为是一种旨在改变环境或改善自身的预见性行

为#具有自发性)未来性和变革性
*"+

#对于完成个人任务)实现团队目标及优化组织决策等具有积极作

用
*7+

#并日益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
*#1A+

%

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学者们在理论上难以回答)普通'打工人(在实践中也难以解

决的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工作性质的瞬息万变及 '零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作意义 !T+.,?,NBF/,+RR(B

X(->"重新激发了学者们浓厚的兴趣
*4+

%现有研究认为#工作意义既包含客观特征#如自主性)自由和社会

认可#又是一种积极的)个人的主观体验
*3+

#主要受工作设计)领导)组织氛围和积极的工作关系等影

响
*2+

#并对个体的态度
*!%1!!+

)情感
*!$+

和行为
*!"1!7+

具有积极影响%目前看来#工作意义对主动性行为的影响

还鲜有人涉及%然而#$%$%年$月#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武汉快递员汪勇为代表的普通 '打工

人(

*!#+

#纷纷将自身有限的工作能量发挥到了极致#表现出超乎常人想象的主动性行为#这引发了人们深

刻的反思与热烈的讨论%为何'打工人(能焕发出'追梦人(一样的力量与光芒.

究其关键原因#工作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现有文献#关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前因研究取得了丰

富而显著的成果#员工个体差异!年龄)性别
*!A+

)知识能力
*!+

)主动性人格等
*!41!3+

"和情境因素!工作设计)

领导)同事)组织氛围等
*!2+

"显著影响其主动性行为
*$%1$!+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缺乏工作意义对主动性行

为影响的探讨%已有成果中#学者林叶和李燕萍
*$$+

发现#工作意义与员工针对自我的前瞻性行为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说明工作意义可能是探索员工主动性行为前因变量的一个新的突破口%那么#这种关系又是

通过何种作用机制.产生这种机制的情境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自我验证理论
*$"+

#人们为了获得对外界的控制感和预测感#会不断寻求或引发与其自我概念相

一致的反馈$同时#个体会不断整合来自外部的信息#从而保持并强化他们原有的自我概念%从自我验证机

制的'认知,行动(逻辑链推测#员工对工作意义从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做出价值判断之后#会努力强化

与其价值判断相一致的概念#可能通过自我验证努力!RL-?S?,NB(-R+/B@S+-?B?=.L?(,"获得对外部的控制感和

预测感%自我验证努力指的是人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概念#总是试图向他人如实地展现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偏

好
*$7+

%现有自我验证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自我验证的跨文化研究)情境自我与自我验证及不同自我构建

水平的自我验证动机三大主题展开#少有研究关注自我验证努力在员工积极行为中的表现#忽视了它在工

作意义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地#在这种传导效应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未来工作自我

清晰度!BFLF-+X(-> R+/B@R./?+,=+"作为一种个体动机资源#驱动个体将认知和能量资源聚焦于职业目标的

实现
*$#+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员工'积极自我(验证机制中的情境效应并没有

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本研究认为#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高低可能是决定自我验证努力影响员工主动

性行为的间接效应强度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揭示工作意义影响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本研究基于自我验

证理论#剖析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和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厘清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对该

中介机制的调节效应#试图为管理者如何有效激发员工主动性行为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 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

近年来#伴随着员工对工作质量的日益关注及将工作视为个人寻找意义和目的核心来源的不断重视#

工作意义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4+

%关于工作意义的概念#组织行为和伦理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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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4#$A1$4+

#其中 dL+N+-等
*$3+

提出的三维观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他认为工作意义

包含三个维度&工作中的积极意义! O(R?L?S+T+.,?,NBF/,+RR?, X(->")工作中的意义创造!T+.,?,NT.>?,N

LM-(FNM X(->"和强烈的友善动机!N-+.L+-N((Q T(L?S.L?(,"%本研究中#工作意义指的是员工的信念#即他们

相信自身的工作至少具有一个独特的目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身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

那么#工作意义是如何影响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呢.根据 dL+N+-等
*$3+

提出的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工作中的积极意义#指的是员工对于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是否重要)有意义)有价值的判断%根据互动论

的观点#个体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个体不再只是一味地消极接受#而是可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影响

周围的环境
*$2+

%因此#个体对工作重要和有意义的价值判断#会形成一种心理资本#为个体对环境做出积

极反应提供心理资源和认知资源%!$"从工作中的意义创造来看#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存在着重叠部

分
*"%+

#工作是生活意义的重要来源%已有研究证实#工作意义与工作,生活平衡相互作用
*"!+

%换言之#工

作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体验生活意义#减少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因此也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成员的

认可与支持#为个体变革环境和改变自身提供稳定的精神鼓励与物质支撑%!""强烈的友善动机#旨在对

更广泛的目标!如同事)领导)组织#甚至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

%某种程度上讲#强烈的友善动机与利

他动机的内涵不谋而合#学者 [.等
*""+

研究指出具有利他动机的个体更容易做出对组织有利的角色外行

为#比如组织公民行为%主动性行为的内涵中某些部分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重合
*"7+

#由此推断#强烈的友

善动机有利于驱动员工做出主动性行为%综合以上三点#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工作意义对主动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二$ 自我验证努力的中介作用

依据 [.R/(X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体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比如#

工作意义"#进而启动内在自我实现概念系统
*"#+

%自我验证努力包含在自我概念系统中#它指的是人们总

是试图向别人如实地展现其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
*$7+

%关于自我验证努力#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

来#它可以是一种基本心理需求)一种动机)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甚至是一种紧急行为%在本研究中#自我验

证努力是一种动机#其目的在于个体希望保持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提高对外部世界的控制感%根据自我

验证理论#一旦人们对自己产生了某种坚定的信念#就会更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总想获得积极的评价和

反馈#并会通过一系列策略提高自我评价#达到自我增强#最终寻求自我一致
*"A+

%根据此逻辑进行推测#工

作意义作为员工的一种信念#同样也需要进行自我验证%

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自我验证是人类的一种普遍需要#所有的个体都有同样的动机去自我验证
*$7+

%人

们倾向于对情境做出评价#以确认他们的自我观点
*"4+

%工作意义作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对工作做出的重

要)有价值)有意义的积极评价#可能会让个体产生一种世界可控制和可预测的感觉#进而增强自我验证努

力%依据 dX.,, 等
*"3+

的观点#人们通常通过营造验证自我的社会环境和对现实信息进行主观歪曲两种途

径进行自我验证%具体来讲#第一#通过选择交往伙伴和环境)有意显示身份线索和采取能够引发自我验证

反馈的交往策略#营造验证自我的社会环境%比如#员工在办公环境中张贴醒目的关于工作意义的字条#时

刻激励自己#或是主动与抱有同样工作信念的领导或同事打交道#甚至于经常对自身工作所产生的社会影

响津津乐道#以此降低有关自身能力和工作意义感知的不确定性%第二#通过选择性注意)编码)提取和解

释信息#对现实信息进行主观歪曲%比如#员工将上级分配的任务看成执行组织的'特殊使命(#将领导或

同事日常性的鼓励看成对自己身份和能力的极大肯定与支持#或者是选择性留意和记住领导关于工作所

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和好评的讲话内容#通过验证反馈来保存这些自我概念#强化自己的身份角色#保持

自我观点的连续性%已有研究中#c-?NML等
*"2+

指出社会支持正向影响自我验证#而在大多数社会支持的衡

量中都体现了对价值的判断与保证#也有学者认为工作意义是指个体对工作目标和工作目的所做的价值

判断
*$$+

#这与社会支持强调的要素相同%所以#工作意义有利于促进员工自我验证努力%综上#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H$$工作意义对自我验证努力具有正向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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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自我概念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描绘了蓝图
*7%+

#并决定他们将要实现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7!+

%自

我验证努力意味着自我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7+

#有助于在员工信念和行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现有成果

显示#自我验证努力显著预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
*$7+

%鉴于主动性行

为与组织公民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联系#一些在正式工作规定之外的主动性行为可纳入组织公民行

为的范畴
*7$+

%因此#本研究认为#自我验证努力可以促进员工主动性行为%

首先#高自我验证努力的个体更可能加入与自身价值观和工作目标一致的组织
*7"+

#他们会真实地描

述自己是谁和值得怎样的期待#不会消耗本来可以集中在工作上的认知资源$同时#他们不会承诺超出自

身知识和技能范畴之外的事情#这提升了个人与岗位的匹配度#意味着更大的工作投入#而额外的工作投

入为诱发主动性行为创造了前提
*77+

%其次#由于高自我验证努力的个体更广泛地认同组织价值和组织目

标#即使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努力自我验证的个体也会理解和相信组织的目标
*7#+

#个体的这种组织认同

会增强其作出积极行为的可能$同时#自我验证也会促进员工与主管价值观的一致性
*7A+

#这有利于取得主

管信任和好评#反过来讲#自我验证降低了实施主动性行为的阻力和风险%最后#当员工的真实身份能够被

组织承认和理解时#会提高群体融合度与凝聚力
*74+

#最终改善团队合作和帮助行为
*7"+

%根据 b.->+-和

](//?,R

*73+

的观点#同事间帮助行为属于主动性行为的范畴%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自我验证努力对主动性行为有正向影响"

进一步对假设$和假设"进行综合分析#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与此

同时#前期成果中#dX.,,

*72+

的研究发现和 c+N+-

*#%+

得出的结论均为自我验证的中介作用提供了证据支

持#说明在不同的情境下#自我验证发挥着稳健的传导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作用

dL-.FRR等
*$#+

基于'未来工作自我( !5FLF-+c(-> d+/B"提出'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这一概念#它指的

是个体对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的)易于想象的程度
*#!+

%未来工作自我作为与工作相关的未来行为的激励

因素
*#$+

#驱动个体为实现职业目标而启用个人的动机资源#进而有效激发积极主动的职业行为
*#"+

%

作为一种动机资源#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反映了个体自我调节力量的强弱#会对个体的自我调节系统

产生影响%一旦员工有了工作意义的想法#如果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较高#说明他拥有大量的动机

资源#充足的动机资源可以更好地帮助他营造验证一种'追梦人(的社会环境!如#披星戴月)丰富)充实

等"#并对'打工人(现实信息!奔波忙碌)单调)无聊等"进行主观歪曲#忽略短期物质上的不满#关注工作

带来的积极体验#增强自我一致性%相反#如果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较低#意味着他拥有的个人动机

资源较少#较少的动机资源不足以支撑他营造能够确认自我观点的社会环境#也不利于他注意与提取关于

'工作能帮我实现一个独特的目的(及'我是独立有意义的个体(的现实信息#工作意义的信念得不到确

认#会引起心理上和人际上的混乱#最终阻碍其向他人如实地展现自身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降低了个体

的自我验证努力程度%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调节工作意义到自我验证努力之间的正向关系!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越高!

工作意义对自我验证努力的正向作用越强"

#四$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正向调节工作意义对自我验证努力的影响#自我验证努力进一步

将这种影响传导至员工主动性行为%这说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正向调节工作意义通过提升自我验证努

力促进员工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

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较高的员工而言#他们会投入更多的动机资源到'积极自我(的验证中去#更

容易产生符合积极评价的主动性行为%比如#aF=?=和 (̂/L(, 发现对自己的未来工作有清晰认识的员工#

在工作中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
*#7+

#国内学者高洁
*##+

等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较高的未来工作自我

清晰度有利于提高个体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而预测和控制是出于人际考虑以及心理上的认知%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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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稳定的自我概念就像航船的舵#能够增强个体信心#若以一致的方式感知#会促进个体表现与

社会互动%此外#部分学者表明未来工作自我显著预测员工工作投入
*#A1#4+

#而工作投入是主动性行为的必

要前提#间接说明未来工作自我也是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相反#对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较低的

员工而言#当其拥有的个体动机资源不足以帮助他们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时#他们容易缺乏信心#会产生

一种世界不可控制和无法预测的混乱感%这时#他们感到自顾不暇#更不会轻易采取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和

风险的主动性行为%所以#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影响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传导作

用%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A$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正向调节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概念模型#具体如图!所示%

图!&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时间在$%$%年"月至$%$%年A月%在本次调查研究期间#'企业管家(等管

理咨询
*#3+

举措为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线教育
*#2+

行业更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给

本研究探索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带来深刻的启发%由此#本研究选取了上海)武汉)重庆和深

圳四个城市的4家管理咨询和在线教育的校友企业#在相关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的协助下在线上开展调

查%前期#通过电话详细沟通了本次调查的目的#并商榷好调查时间#保证在不耽误员工正常工作的条件下

收集问卷%在正式调研之前#在本校 [̂ 6学员中进行了小样本测试#检验量表有效后发放正式问卷%正式

问卷分为两个时点#第一时点#向#%%名员工发放 6卷#请他们填写基本信息和工作意义)未来工作自我清

晰度相关的测量数据#收回"3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A)3%%_%依据陈晓萍等
*A%+

的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

观点#一个月后#向 6卷填答有效的"37名员工发放 ^卷#填写自我验证努力和主动性行为的测量数据#收

回有效问卷"#7份#回收率为2$)!33_%两次问卷均采用匿名形式#将员工个人手机尾号后7位数字这一必

填项作为问卷统一编码#用于匹配两次调查中同一个体的填答信息%本次调查样本中#女性比例占#3_#男

性占7$_$年龄方面#$A1"#岁的占大多数#为A7_$工作年限方面#工作#1!%年的样本最多#占73_#其次

是工作!1"年的#占$%_#其他占比"$_$学历上#本科学历超过一半#占A#_$团队规模中#!!1$%人的团队

占"#_#$%人以上的占"2_#其余占$A_$公司规模#%%人以下的超过一半#占#!_%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 E?>+-L#级刻度来评价#!表示'非常不符合(##表示'非常符合(%

工作意义采用 dL+N+-

*$3+

开发的!%题项量表#代表条目如 '我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该量表的

]-(,V.=M

$

系数为%)2"%%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采用 dL-.FRR

*$#+

开发的#题项量表#代表条目如'关于未来工作#我的心理画面是

非常清晰的(%该量表的 ]-(,V.=M

$

系数为%)2$%%

自我验证努力采用 ].V/+

*$7+

开发的3题项量表#代表条目如'在面试一份工作时#我会尽可能展现我真

实的性格和工作风格(%该量表的 ]-(,V.=M

$

系数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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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行为采用 5-+R+

*A!+

等开发的A题项量表#代表条目如'我主动地解决问题(#该量表的 ]-(,V.=M

$

系数为%)2$2%

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团队规模和公司规模%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次问卷采用员工匿名自评方式#为了避免同源方差#本研究对"#7份有效问卷进行 H.-T., 单

因素方法检验%结果显示#共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第一因子解释了$4)3A#_的变异量#小于参照标准

值#%_#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法偏差%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问卷总体 ]-(,V.=MiR

$

系数为%)344#且工作意义等7个关键变量的 ]-(,V.=MiR

$

系数均高于临

界值%)4#表明本研究所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使用 6[9d$$)%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 HF

等提出的标准
*A$+

#四因子模型拟合度最好!

#

$

!$4$" h7$$)3A##?j%)%!$Z[dD6h%)%"2$Z[Zh%)%""$

]5:h%)274$WE:h%)2"3"!见表!"%至此#说明7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性%

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所含因素
#

$

QB Z[dD6 Z[Z ]5: WE:

四因子 c[\5cdd \dda\b̂ 7$$)3A# $44 %)%"2 %)%"" %)274 %)2"3

三因子 c[\5cdd \dda!b̂ 4"!)4"3 $4$ %)%A2 %)%77 %)3$4 %)3%2

二因子 c[\5cdd!dda!b̂ !%!")"$# $23 %)%3$ %)%## %)4"2 %)4!A

单因子 c[!5cdd!dda!b̂ !!%4)"2$ $22 %)%34 %)%#4 %)4%# %)A3%

&&注&c[代表工作意义!5cdd 代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dda代表自我验证努力!b̂ 代表主动性行为

#三$ 相关分析

表$列举了控制变量和四个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b+-R(, 相关系数%依据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均小于%)4%工作意义和主动性行为!2h%)72#$?j%)%!")自我验证努力!2h%)7#7$?j%)%!")未来工作

自我清晰度!2h%)#2#$?j%)%!"均呈显著正相关%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与自我验证努力!2h%)7%2$?j

%)%!")主动性行为的相关系数!2h%)7!3$?j%)%!"显著#同时自我验证努力与主动性行为之间的相关系

数!2h%)#3!$?j%)%#"也显著%以上分析为本研究的假设检验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 b+-R(, 相关系数

名称 A %@ ! $ " 7 # A 4 3 2 !%

性别 !)#3# %)72"

年龄 $)%A$ %)4!!

1%)!"%

!

工作年限 $)!A4 %)A#2

%)472

!!

%)472

!!

学历 $)47% %)23$ %)%A# %)%%3

1%)!A#

!!

团队规模 $)!"" %)423 1%)%A3 %)%#% %)%AA %)%2"

公司规模 !)4%" %)3%" 1%)%!! %)%%" 1%)%%3

%)$"3

!!

%)""!

!!

XA 7)%$" %)#74 %)%%" %)%2%

%)!"!

!

1%)%2% %)%23 &%)%7! U)VHHL

IX)) ")44# %)4$" 1%)%"7

%)!$4

!

%)!#$

!!

1%)%7! %)%4% %)%4%

%)#2#

!!

U)VHW

))Y ")2A$ %)#$A 1%)%4$ %)%"7 %)%"! 1%)!$7

%)!74

!!

1%)%%7

%)7#7

!!

%)7%2

!!

U)XGH

K# 7)%%$ %)#!2 1%)%AA %)%## %)%73 1%)%$2

%)!$%

!

%)%7$

%)72#

!!

%)7!3

!!

%)#3!

!!

U)XHM

&&注&' h"#7#

!!

?j%"%!!

!

?j%)%##c[代表工作意义#5cdd 代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dda代表自我验证努力!b̂ 代表

主动性行为!加粗数据为变量的 ]-(,V.=MiR

$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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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假设检验

G)主效应检验%本研究将员工主动性行为设为因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而后加入自变量%表"为层级回

归!M?+-.-=M?=./-+N-+RR?(, T(Q+/?,N"的结果%从表"可知#工作意义对于员工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A#2h%)7A3#?j%)%!"%因此#H!成立%

H)中介效应检验%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研究根据 .̂-(, 和 g+,,P

*A"+

的建议#采取7个分析步骤的建

议来展开%从表"呈现的分析结果可见#工作意义对于自我验证努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h%)7$A#?j

%)%!"#H$成立$同时#自我验证努力对于员工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2h%)#4"#?j%)%!"#H"

成立$工作意义对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显著影响#随着自我验证努力变量的引入而有所减弱 !从 [A到

[3#2从%)7A3到%)$42#?j%)%!"%结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 H7获得支持#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和员

工主动性性行为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 (̂(LRL-.O 抽样检验法进行中介作用研究#抽

样次数为#%%%次#2#_区间并不包括数字%*%)%3$#%)$A3+#因而说明工作意义对于主动性行为影响时#自

我验证努力具有中介作用#即 H7成立%

表"&层级回归统计结果

解释变量
自我验证努力"dda$ 主动性行为"b̂ $

[! [$ [" [7 [# [A [4 [3

截距
&7)%74

!!

&7)%A4

!!

&7)!"A

!!

&7)!"A

!!

&")2A%

!!

&$)%23

!!

&!)A24

!

&!)!!#

!!

性别 1%)%#7 1%)%A2 1%)%A# 1%)%"7 1%)%#" 1%)%A2 1%)%$! 1%)%"3

年龄 %)%74 %)%77 %)%"3 %)%%! %)%"4 %)%"" %)%!% %)%!7

工作年限 1%)%"! 1%)%#A 1%)%A! 1%)%!! 1%)%%A 1%)%"7 %)%!$ 1%)%%2

学历
1%)!!$

!

1%)%42

1%)%3%

!

1%)%7 1%)%"" %)%%" %)%"! %)%"3

团队规模
%)!!%

!!

%)%3"

!

%)%4%

!

%)%"#

!

%)%47

!

%)%7A %)%!$ %)%%2

公司规模 1%)%!3 1%)%$3 1%)%$2 1%)%!% %)%%2 1%)%%$ %)%!2 %)%!%

c[

%)7$A

!!

%)"!!

!!

%)!""

!!

%)7A3

!!

%)$42

!!

dda

%)#4"

!!

%)77"

!!

5cdd

%)!#%

!!

%)%4"

!!

c[

!

5cdd

%)!$%

!!

.

$

%"%73 %"$A% %""%$ %""$% %"%!# %""%3 %""3$ %"77$

调整 .

$

%"%"! %"$7# %"$3A %""%$ 1%"%%" %"$27 %""A2 %"7$2

I值
%)%!!

!

!4)!%A

!!

!3)7!7

!!

!4)4A7

!!

%)3#"

$!)A3A

!!

$#)44#

!!

"")4$4

!!

$

.

$

%)%73 %)$A% %)%7$ %)%!3 %)%!# %)$2" %)"A7 %)!"7

&&注&

!

?j%"%#!

!!

?j%)%!#c[代表工作意义#5cdd 代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dda代表自我验证努力#c[

!

5cdd 代

表工作意义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交互项

图$&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工作意义与自我

&&验证努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I)调节效应检验%从表"呈现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工作

意义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交互项对自我验证努力具有

正向影响![7#2h%)!$%#?j%)%!"%另外#分别以高于均值

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础描绘了不同未来工

作自我清晰度的员工在面对工作意义时表现出的自我验证

努力的差异#见图$%如图$所示#工作意义对未来工作自我清

晰度高的员工比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低的员工的自我验证

努力的正向影响更强%至此#H#成立%

M)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抽样次数为#%%%

次的偏差校正 (̂(LRL-.O 法#得到对应间接效应及差异的显

著性!见表#"%从表#可以看出#对于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

度#工作意义通过自我验证努力对主动性行为的间接效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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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2h%)!7A#2#_的置信区间为*%)%#7#%)$4A+#不包括%"$对于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员工而言#间

接效应相对较高!2h%)$%3#2#_的置信区间为*%)!%7#%)""4+#不包括%"%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的差异

值为%)%A$#2#_的置信区间为* 1%)4A%#%)!#3+#包括%#表明差异不显著#HA没有得到支持%

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间接效应 )> 中介效应2#_的置信区间

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7A %)%#3 /%)%#7!%)$4A0

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3 %)%A% /%)!%7!%)""40

"高 1低$差异 %)%A$ %)%#2 / 1%)4A%!%)!#30

五" 结L论

#一$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直以来#如何将随波逐流的'打工人(转变成干劲十足的'追梦人(都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本研究在自我验证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工作意义到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工作意义

显著影响员工的主动性行为$!$"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未来

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工作意义与自我验证努力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然而#HA并没有得到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点解释#一是本研究中自我验证努力采用西方成熟量

表#没有考虑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中的差异%在中国高语境文化背景下#向他人真实地表

达自我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人际交往实际#员工进入组织后更多的是通过'观察学习(

来调整自身认知和行为%二是典型的自我验证研究多数采取实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员工自评问卷#虽

然是匿名形式#但没有通过领导,员工配对的方式收集数据#基于社会称许性效应#员工在填答问卷时可

能并没有完全遵照客观事实%三是本研究中自我验证努力和主动性行为两个变量的数据是同一时点回收

的#这给两者纵向因果关系的验证造成了阻碍%

#二$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将'打工人(转变成'追梦人(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将工作意义)自我验证努力

和主动性行为置于'积极自我(的验证机制情景下#发现工作意义可以积极预测员工自我验证努力和主动

性行为#同时自我验证努力在工作意义与主动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主动性行为的

前因变量研究#而且深化了自我验证努力的研究内容#为探索如何从个体视角激发主动性行为提供了新的

思路%

第二#本研究从自我验证理论视角揭示了工作意义到主动性行为的'积极自我(验证机制%过往关于

员工主动性行为形成机理的研究多数从自我效能)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等来解释激发

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心理机制
*$$+

%已有成果中#刘小禹等
*A7+

基于自我验证理论#研究职场排斥诱发的'消极

自我(验证机制对主动性行为的损害%本研究拓展了前人的结论#从正面揭示工作意义通过'积极自我(验

证机制对主动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拓宽了自我验证理论的边界#具有一定理论意义%

第三#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工作意义与自我验证努力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厘清了工作意

义影响员工自我验证努力的边界条件#说明员工的自我概念系统#只有在高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条件

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工作意义对自我验证努力的促进作用#这丰富和拓展了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在不同情

境下的解释力%

#三$ 实践启示

第一#组织要通过关注)干预和培养'打工人(的工作意义#让其转变成'追梦人(%人性化的工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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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比如给予员工一定的自主权和控制权%此外#管理者要关注任务的重要性和相

关性#将员工的工作与对外界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追梦人(对于工作意义的积极体验#

激发其主动性行为%

第二#高水平的自我验证努力可以带来积极的工作结果%组织有必要了解员工与组织工作目标和价值

观的一致性#并考察员工实际技能与承诺技能的差距#增强员工,岗位的匹配度#提高员工自我验证努力

的水平%另外#组织要塑造真诚的组织文化#倡导和激励员工真实地表达自身的想法与需求#发挥高水平自

我验证努力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和主动性行为的积极作用%

第三#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会产生激励积极行为的差异#为个体职业管理提供认知资源%强自尊且具

有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可能通过职业探索间接影响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一方面#组织要有效识别具有

以上特质的员工#更多地鼓励他们通过自我验证积极回应环境的需求#主动做一些有利于自身和组织发展

的职业探索%另一方面#领导行为是影响员工知觉和反应的关键#各级领导可以通过提高对下属的期望来

引导和激励下属#提升员工的信心#挖掘员工潜力#促进员工职业生涯成功%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如下局限#有待后续完善&第一#HA未得到数据支持#可能存在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

研究方法差异和样本回收时点等多方面的原因%未来可以通过质性研究深入挖掘适用于中国本土管理情

境的自我验证努力的测量工具#或是分时点采用多源领导,员工时滞匹配的方式收集数据%第二#有效驱

动员工的主动性行为除了员工个体的自我验证努力这一路径#还有同事)领导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因素#未

来可以从个体以外的视角开展研究%第三#工作意义到自我验证努力的边界干预除了未来工作自我清晰

度#还有其他变量有待发掘#比如差序格局)组织政治氛围等#未来研究可以将其纳入研究框架深入探讨%

第四#主动性行为包含多种具体类型#比如主动担责)帮助行为)主动变革行为等#未来应重点关注容易激

发员工积极自我概念的具体行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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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L+-,#B++/?,NF,Q+-RL((Q#.,Q T.-?L./R.L?RB.=L?(,*0+)0(F-,./(Bd(=?./.,Q b+-R(,./Z+/.L?(,RM?OR#$%%##$$!!"&!21"!)

*#!+朱萍萍#王黛#王垒)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及相关研究概论*0+)人力资源管理#$%!7!!$"&$$1$7)

*#$+[6ZgId H#'IZ:Id b)b(RR?V/+R+/S+R*0+)6T+-?=., bRP=M(/(N?RL#!23A#7!!2"&2#712A2)

*#"+张敏#叶茂林#彭坚#等)未来工作自我&概念)测量及其相关研究*0+)心理科学进展#$%!A!#"&42713%")

*#7+aI]:][# 9̂EW9'ED)WF-,?,N?Q+.R?,L(.=L?(,R4 H(X-+R+.-=M (, ?Q+,L?LP#ORP=M(/(N?=./-+R(F-=+R#.,Q /+.Q+-RM?O RFOO(-L

=., ?,B(-T=.-++-=(.=M?,N*0+)](.=M?,N@., :,L+-,.L?(,./0(F-,./(BWM+(-PZ+R+.-=M .,Q b-.=L?=+#$%!2#!$!$"&!A$1!43)

*##+高洁#林燕滢#崔佳#等)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对主动职业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0+)心理学探新#

$%!3!#"&74#173%)

*#A+9H d)H(XBFLF-+X(-> R+/B.BB+=LRR+/B@+BB?=.=PT+=M.,?RTR?, ,(S+/L.R> O+-B(-T.,=+&.OO/P?,N.,=M(-?,NM+F-?RL?=F,Q+-

F,=+-L.?,LP*0+)b+-R(,./?LP.,Q :,Q?S?QF.-8?BB+-+,=+R#$%$%#!A4!!"&!1A)

*#4+E:'c#c6'*E# 6̂[̂ DZ*DZb6#+L./)E+.Q?,NBFLF-+(-?+,L.L?(,RB(-=F--+,L+BB+=L?S+,+RR&LM+-(/+(B+,N.N+T+,L.,Q

RFO+-S?R(-=(.=M?,N?, /?,>?,NBFLF-+X(-> R+/BR./?+,=+L(<(V O+-B(-T.,=+*0+)0(F-,./(Ba(=.L?(,./̂ +M.S?(-#$%!A#2$!!"&

!7#1!#A)

*#3+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国办印发通知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Z+)北京&教育部机关

服务中心#$%$%)

*#2+教育部)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疫情防控期间做好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A%+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32)

*A!+5ZDdD[#56J8#H:ÊIZ*DZW#+L./)WM+=(,=+OL(BO+-R(,./?,?L?.L?S+&(O+-.L?(,./?Y.L?(,#-+/?.V?/?LP.,Q S./?Q?LP?, LX(

*+-T., R.TO/+R*0+)0(F-,./(B9==FO.L?(,./.,Q 9-N.,?Y.L?(,./bRP=M(/(NP#!224#4%!$"&!"21!A!)

*A$+HIEW# D̂'WEDZ b[)]FL(BB=-?L+-?.B(-B?L?,Q+U+R?, =(S.-?.,=+RL-F=LF-+.,./PR?R&=(,S+,L?(,./=-?L+-?.S+-RFR,+X

./L+-,.L?S+R*0+)dL-F=LF-./DKF.L?(, [(Q+/?,N&.[F/L?Q?R=?O/?,.-P0(F-,./#!222#A!!"&!1##)

*A"+ 6̂Z9' Z [# gD''J 8 6)WM+T(Q+-.L(-@T+Q?.L(-S.-?.V/+Q?RL?,=L?(, ?, R(=?./ORP=M(/(N?=./

-+R+.-=M&=(,=+OLF./# RL-.L+N?=# .,Q RL.L?RL?=./=(,R?Q+-.L?(,R* 0+)0(F-,./(Bb+-R(,./?LP.,Q d(=?./

bRP=M(/(NP#!23A##!!A"&!!4"1!!3$)

*A7+刘小禹#刘军#许浚#等)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

*0+)心理学报#$%!#!A"&3$A13"A)

!责任编辑&束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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