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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valu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
cial support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sample of 567 un-
dergraduate students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s: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Work Values Scale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Junior 
and senior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resh-
men; 2)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y (the higher score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the lower level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3) The scores of prestig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ubscale of work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y; 4) Prestig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ubscale of work values could partly me-
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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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576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职业价值观量表和职业决策困难量表，探讨职业价值

观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 一年级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要显著

低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2) 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正相关(职业决策困难

得分越高其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越低)；3)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保健和发展维度与领悟社会支

持、职业决策困难均存在显著正相关；4)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和发展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

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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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决策困难(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是指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

(Itamar, Mina, & Samuel, 1996)，是个人在职业选择，即进入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

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龙立荣，彭永新，2000)。开展大学生的职业

决策困难研究是我国职业心理学研究的客观需要，是大学生职业辅导发展的迫切需要，能够为我国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李西营，2006)。 
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具有重要影响，缺少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临职业

决策时会出现更多的困难(张新科，2008；赵婷，2010；徐辰，2012；谢宝国，2013；张平，2014)。国外

研究指出，父母支持既可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直接影响，也可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

产生间接影响(Restubog, Florentino, & Garcia, 2010; Guay, Senécal, Gauthier, & Fernet, 2003)，随后 Stărică 
(2012)的研究指出家庭支持也可以通过自尊来影响个体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国内学者对中国大学生、研

究生、高职生、高师生的研究也指出职业决策困难与较低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关(张新科，2008；赵婷，2010；
徐辰，2012；阎宇，2012；李江朋，2012；郭惠静，2012)。 

职业价值观是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标准(金盛华，2005)，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关键内因(殷
雷，2009；陈功香，2011)。职业价值观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的相关(赵婷，2010)，郝伟(2013)采用凌

文栓的职业价值观问卷对大学生进行调查也发现，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保健因素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 
Itamar，Mina 和 Samuel (1996)提出职业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同时考

虑个体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才能很好地作出职业决策。朱春艳，侯志瑾(2011)也认为要找出大学生在职业

选择过程差异的背后原因，必须从学生个体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可见大学生个体自身的因素对职业决

策困难也有重要的影响，而社会支持这一外界环境因素很有可能是通过与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影响大

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而不是单独地直接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了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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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职业决策困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领悟社会支持、职业价值观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从而为干预大

学生职业决策提出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西南地区三所大学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除去作答无效的

问卷外，有效问卷 57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00%，其中男生 207 人(35.9%)，女生 359 人(62.3%)，10 人

性别缺失(1.7%)；大一 145 人(25.2%)，大二 235 人(40.8%)，大三 83 人(14.4%)，大四 103 人(17.9%)，10
人年级缺失(1.7%)。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测量大学生感受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及其他人的

社会支持程度(汪向东，1999)。量表共包括 12 个自评项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分量

表组成。量表采用 1~7 七级计分，1~7 分别代表“极不同意”、“很不同意”、“稍不同意”、“中立”、

“稍同意”、“很同意”、“极同意”，得分越高表明领悟社会支持越高。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

度为 0.91，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6~0.85 之间。 

2.2.2. 职业决策困难量表 
本研究采用杜睿(2006)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量表测量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量表共包括 16

个项目，由职业信息探索、职业目标确定、职业自我探索和职业规划探索四个维度组成。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5 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清楚”、“有些符合”、“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越低。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 0.50~0.76 之间。 

2.2.3.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 
采用凌文栓(1999)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测量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该量表包括声望地位、

保健和发展三个维度，共 22 个项目。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5 分别代表“不太重要”、“一般”、

“有些重要”、“重要”、“很重要”。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在 0.77~0.84 之间。 

3. 结果 

3.1.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与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描述统计 

对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和职业价值观的各维度(声望地位维度、保健维度和发展维度)
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3.2.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决策困难的特点 

以领悟社会支持总分(见表 2)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2 × 5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 = 7.62, p < 0.01)，女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男生；

年级主效应显著(F = 2.94, p < 0.0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均高于

大四学生(ps < 0.05)；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22,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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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and work values 
表 1.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和职业价值观的描述统计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领悟社会支持 576 22.00 84.00 62.36 10.42 

职业决策困难 576 20.00 77.00 54.49 9.58 

声望地位 576 12.00 45.00 28.63 6.49 

保健 576 11.00 30.00 23.11 3.83 

发展 576 11.00 35.00 26.86 4.23 

 
Table 2.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and work values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和职业价值观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 ± SD)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领悟社会 
支持 

61.92 ± 10.79 64.26 ± 10.37 59.50 ± 9.62 64.73 ± 9.78 62.52 ± 8.58 63.14 ± 8.72 57.78 ± 13.31 60.46 ± 11.66 

职业决策 
困难 

52.04 ± 11.11 52.91 ± 10.01 54.52 ± 9.59 54.19 ± 9.06 55.75 ± 8.13 55.67 ± 8.83 55.58 ± 12.07 56.11 ± 8.92 

声望地位 27.69 ± 6.93 28.12 ± 6.57 29.89 ± 6.13 28.33 ± 6.61 29.59 ± 7.18 27.82 ± 6.96 31.41 ± 5.30 27.70 ± 6.03 

保健 22.72 ± 4.27 23.43 ± 4.11 23.18 ± 3.78 23.31 ± 3.46 21.87 ± 3.81 23.10 ± 3.59 24.41 ± 3.75 22.81 ± 3.88 

发展 25.31 ± 4.04 27.57 ± 4.17 26.42 ± 4.38 27.29 ± 3.90 25.87 ± 3.98 25.92 ± 4.76 27.75 ± 4.17 27.59 ± 4.41 

 
以职业决策困难总分(见表 2)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2 × 5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职业决策困难的年级主效应显著(F = 2.82, p < 0.0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一年级大学生的职业决

策困难要显著低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ps < 0.01)；性别主效应、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s < 
0.12, ps > 0.05)。 

以职业价值观的各维度得分(见表 2)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2 × 5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 = 7.08, p < 0.01)，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年级

主效应、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s < 1.79, ps > 0.05)；职业价值观的发展维度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 = 2.72, p < 0.05)，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三年级大学生显著低于四年级大学生(p < 0.01)，性别主效应、

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s < 3.49, ps > 0.05)；职业价值观的保健维度的性别主效应、年级主效应、

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s < 2.28, ps > 0.05)。 

3.3.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分析 

对领悟社会支持、职业价值观和职业决策困难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
表 3)发现：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与职业决策困难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

持越高其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越低(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高，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越低)；大学生职业

价值观的声望地位、保健和发展维度得分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职业决策困难总分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3.4. 职业价值观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职业决策困难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温忠麟、张雷等人(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方法，采用依次回归技术来考察中介变量的

中介效应。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以职业决策困难总分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预测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c 的显著性；其次，分别以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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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a 的显著性；最后，分别以职业决策困难总分为因变量，领悟

社会支持总分和职业价值观的各维度得分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b 和 c’的显著性。结

果(见图 1，图 2)发现：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8.80%。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发展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

困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2.96%。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保健维度在领悟社

会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Table 3. Correlation amo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y and work values 
表 3. 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和职业价值观之间的相关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 职业决策困难 声望地位 保健 发展 

领悟社会支持 1     

职业决策困难 0.252** 1    

声望地位 0.097* 0.242** 1   

保健 0.234** 0.125** 0.522** 1  

发展 0.269** 0.183** 0.415** 0.486**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estige status of work values 
图 1. 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

中的中介路径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velopment of work values 
图 2. 职业价值观的发展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

响中的中介路径 

c=0.25***

c’=0.23***

领悟社会支持 职业决策困难

声望地位

职业决策困难领悟社会支持

c=0.25***

c’=0.22***

领悟社会支持 职业决策困难

发展

职业决策困难领悟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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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以职业决策困难总分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 2 × 5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一年级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要显著低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一年级大学生刚进

入大学，往往还没有开始认真仔细的考虑毕业之后的工作问题，对未来工作还有很多设想，如进入大公

司、留在大城市等，对他们来说职业决策并不困难。但是对于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大学生来说，职业决策

是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他们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各种实际情况，从而会有一定的职业决

策困难，因此三年级、四年级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要高于一年级大学生。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赵婷，2010；郝伟，2013；张平，2014)，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

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越高其职业决策困难的水平越低(职业决

策困难得分越高，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水平越低)。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包括家庭、亲属、朋

友、同事等组织所给予个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支援，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

(汪向东，1999)，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张平，

2014)，从而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程度。赵婷(2010)指出当个体体验到被人支持与理解的积极情感时，就

会提高办事效率，个体完成决策任务的速度及质量都有所提升。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和发展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

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领悟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也通过职业价值观的

声望地位维度和发展维度间接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也就是说，领悟社会支持高的大学生在择业时

更倾向于选择有声望地位、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职业，而择业时倾向于选择有声望地位、有利于自我发展

的职业的大学生比较重视职业的发展空间和晋升空间，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

和计划，在做职业决策时会有一定的目标性，会很明确，其职业决策困难的水平自然就会很低，这与游

洁(2003)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5. 结论 

1) 一年级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要显著低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 
2) 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正相关(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高，大学生职业决策

困难的水平越低)； 
3)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保健维度和发展维度与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决策困难均存在

显著正相关； 
4)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维度和发展维度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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