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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250 college students and 230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revised by Wang Caikang et al. The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in ordinar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self-efficacy was 32.5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self-efficacy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different 
grades, different part-time positions,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scholarships. The level of stu-
dents’ self-efficacy was higher in the students’ singleton children and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self-efficacy level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provide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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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王才康等人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分别对250名普通高校大学生和230名高职院

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类型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差异以及高职院校不同类型学生自我

效能感的差异。结果表明：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均分32.55，高于全国常摸水平，与普通大学有一

定差距，但没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兼职状况、是否担任班干、不同学科及奖学金

获得状况不同的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在生源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是否参加过社团活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普通大学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在生源地上

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针对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因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高校的学生工作的良

好开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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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完

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自我效能感概念是 1977 年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在《自我效能：

关于行为变化的综合理论》中最早提出的(程慧君，邹敏，2008)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概念后，自我效能

感也便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魏源，2004)。其后，在大量实验研究基础上，班杜拉及

其同事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提出自我效能感理论(姚凯，2008；温胜男，2009)。斯坦科维奇和鲁森斯

是继班杜拉对自我效能感研究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在 1998 年给出了更实用性的定义：“自我效

能是个体在某个场景下对自己成功完成特定任务具备的能力的一种确切信念或信心，这种能力能够调动

其个体的动机、认知资源和一系列行动”(周文霞，郭桂萍，2006)。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国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大学数量逐渐增多。大学阶段是个体迅速成长和

成熟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业，生活，人际关系，就业以及恋爱婚姻乃至心理健康都

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其知识文化素养水平、就业等受到大众的关注，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心理健康水平也是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重要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我

效能感与心理健康水平存在高正相关(王洪礼，胡春寒，2005)。王海霞对师范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

究，表明提高一般自我效能感可降低社交焦虑，即师范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焦虑之间存在负相关(王
海霞，周新霞，徐建平，2005)。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自尊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增强大学

生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自尊水平(李妲，王亮国，张素英，李全开，2008)。我国学者林红、樊富珉利用

SCL-90 量表对高职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的学

生占 93% (林红，樊富珉，2007)。另一学者张翔研究也表明：高职院校的学生和普通高校本科生比较，

高职院校学生相对本科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都比较差(张翔，2003)。因此,随着高职院校学生数量的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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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周文娜，2007)。徐建才的研究表明，民办大学的学生自

我效能感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且在是否担任班干、不同学科间有显著差异(徐建财，2010)。 
综合相关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在：自我效能感理论与其他理论

间的关系研究(Cervone, 1994; Chipperfield & Segall, 1996; 鲁琦，2009)，自我效能感与组织行为学方面的

研究(王怀勇，张娜，刘永芳，2010)，自我效能感与其他心理特质方面的相关性研究(王洪礼，胡春寒，

2005；张萍，王海彬，2015)。但是目前具体设计大学生个体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出生地，是否独

生子女等方面研究的相对较少，缺乏对大学生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差异性的实证研究。以往对高职生自我

效能感实证研究也相对丰富(杨媛，2012；郭琴琴，2014；郑媛，周厚齐，2015)。那么在高职院校与普通

大学的学生在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有差异，主要从哪些方面去探讨其原因呢？综

上所述，找出其与普通大学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更有针对性和现

实性的改进措施，对于高校的教育辅导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方便整班取样，在贵阳市花溪大学城选取了贵州财经大学和贵州轻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学生

作为调查对象。在贵州财经大学发放 250 份问卷，收回 230 份，剔除规律性作答和无效问卷后，保留 206
份，有效率为 88.26%。城镇 77 (37.38%)人，农村 129 (62.62%)人；独生子女 67 (32.52%)人，非独生子女

139 (67.48%)人；在性别上，男生 100 (48.54%)人，女生 106 (51.46%)人；在年级上，大一 54 (26.21%)人、

大二 48 (23.3%)人、大三 50 (24.27%)人、大四 54 (26.21%)人；汉族 122 (59.22%)人，少数民族 84 (40.78%)
人。在贵州轻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放 250 份问卷，收回 223 份，剔除规律性作答和无效问卷后，保留 191
份，有效率为 85.65%。城镇 90 (47.12%)人，农村 101 (52.88%)人；独生子女 94 (49.21%)人，非独生子女

97 (50.79%)人；在性别上，男生 98 (51.31%)人，女生 93 (48.69%)人；大一 93 (48.69%)人，大二 98 (51.31%)
人；汉族 124 (64.92%)人，少数民族 67 (35.08%)人。 

2.2. 研究工具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该量表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拉尔夫施瓦策尔(Ralf Schwarzer)等人

编制，中文版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王才康，刘勇，2000；王才康，胡锋，刘勇，2001)。量表共

11 个条目，采用 1 (完全不正确)到 4 (完全正确)的 4 点计分，为单维为量表。该量表总分为 11 个条目分

的和，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依据量表原有结构，经过 SPSS22.0 软件统计发现，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 0.80。 

2.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22.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描述统计分析以及相关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性别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中，不同性别类型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存在一定差别，表 1 的

T 检验各项指标中，高职院校的 T 值为−0.452、P 值为 0.652，大于 0.05，表明在高职院校中，不同性别

类型的学生其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性别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没有影响。表 2 也

可以看出，在普通大学里，不同性别类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均值上尽管有所不同，但表的 T 值和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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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男女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差异不显著。 

3.2. 不同来源地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中，不同来源地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存在一定差别，表 7 的 T 检

验各项指标中，高职院校的 T 值为−2.864、P 值为 0.005，表明在高职院校中，不同来源地的学生其自我

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自我效能感高。表 4 也可以看出来自农村和来自城镇的大学

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差距大，且城乡差异性显著。 

3.3. 独生子女与否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从表 5 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中，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值上有一定差别，表 5
的 T 检验各项指标中，高职院校的 T 值为−3.586、P 值为 0.000，表明在高职院校中，是否为独生子女的

学生其自我效能感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高低有影响。表

6 则说明，独生子女与否对于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没有任何影响。 

3.4. 不同年级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比较 

从表 7 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存在一定差别，表 16 的 T
检验各项指标中，高职院校的 T 值为 0.745、P 值为 0.457，表明在高职院校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其自

我效能感不存在明显差异。表 8 也可以看出，在普通大学，不同年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不存在显

著差异。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sexes in higher vo-
cational colleges 
表 1. 高职院校不同性别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男 女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3.21 ± 4.39 33.47 ± 3.45 0.452 0.652 

 
Table 2.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sexes in general 
colleges 
表 2. 普通大学不同性别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男 女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66 ± 4.84 32.43 ± 4.72 0.342 0.732 

 
Table 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
dents from different area of source 
表 3. 不同来源地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城镇 农村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4.10 ± 3.80 32.49 ± 3.96 −2.864 0.00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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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area of source 
表 4. 不同来源地普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城镇 农村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89 ± 4.23 31.96 ± 5.54 −1.365 0.01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表相同)。 
 
Table 5.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it is only chil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5.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高职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33 ± 4.44 34.32 ± 3.14 −3.586 0.000*** 

 
Table 6.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it is only child in gen-
eral colleges 
表 6.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普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13 ± 5.64 32.75 ± 4.29 −0.861 0.390 

 
Table 7.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7. 高职院校不同年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大一 大二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3.56 ± 4.06 33.13 ± 3.86 0.745 0.457 

 
Table 8.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general 
colleges 
表 8. 普通大学不同年级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118.857 3 39.619 1.759 0.156 

组内 4527.953 201 22.527   

总计 4646.810 204    

3.5. 是否当过班干部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比较 

从表 9 可以看出，高职院校是否担任过班干部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存在一定差别，T 检验表明，

是否担任过班干的高职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10 可以看出，在普通大学，是否

担任过班干的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差距不大，T 检验值也证明了担任班干与否对于普通高校大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同样没有影响，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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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是否参加过社团活动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比较 

从表 11 看出是否参加过社团活动的高职院校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参加过社团

活动的学生自我效能感高于未参加过社团活动的学生，T 检验证明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12 可以看

出，在普通大学里，是否参加过社团活动的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均分上有一定差

异，说明是否参加社团活动对于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没太大影响。 

3.7. 不同学科性质的高职生的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结合表 13，在高职院校中，不同学科类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分存在一定差别，整体表现理科类学

生高于文科类学生，但表 13 的 F 值为 0.388，P 为 0.761，F 检验表明不同学科性质学生自我效能感不存

在明显差异。从表 14 也可以看出，在普通大学，不同学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王

海霞的研究表明在师范类大学生中,理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文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性差

异，理科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均值高于文科类学生(王海霞，周新霞，徐建平，2005)。 

3.8. 不同兼职情况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从表 15 可以看出，在高职院校中，是否从事兼职的学生在自我效能感均值上差距不大，在 F 检验各 
 
Table 9.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or not served as class 
cadr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9. 是否担任班干的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担任过班干 未担任过班干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84 ± 3.86 33.50 ± 3.99 −0.967 0.335 

 
Table 10.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or not served as class 
cadres in general colleges 
表 10. 是否担任过班干的普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担任过班干 未担任过班干 

T P 
M ± SD SDx ±  

自我效能感 32.34 ± 5.88 32.66 ± 4.04 −0.469 0.639 

 
Table 11.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11. 是否参加过社团的高职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 

 
参加过社团 未参加过社团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4.54 ± 3.59 32.92 ± 3.99 2.534 0.012* 

 
Table 12.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general colleges 
表 12. 是否参加过社团的普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参加过社团 未参加过社团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13 ± 5.08 33.16 ± 4.24 −1.515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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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中，表明不同兼职情况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没有太大影响，且差异不显

著。表 16 也表明，在普通大学里，不同兼职情况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3.9. 获得奖学金不同情况的高职生自我效能感差异比较 

从表 17、表 18 可以看出，获得过奖学金的不同情况对于高职院校及普通大学的学生自我效能感水

平没有太大影响，且表 17 和表 18 的 F 检验值证明高职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在获得奖

学金的不同情况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3.10. 高职院校与普通大学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从表 19 可以看出，普通大学学生自我效能感均分高于高职院校学生，但是差异性不显著(T = −1.796, 
P = 0.073 > 0.05)。说明高职院校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与普通大学生没有明显差别。本结论与本研究开

始提出假设不一致。 
 
Table 13. The self-efficacy F 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表 13. 高职院校不同学科性质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18.372 3 6.124 0.388 0.761 

组内 2948.508 187 15.767   

总计 2966.880 190    

 
Table 14. the self-efficacy F 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in college students 
表 14. 普通大学不同学科性质的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18.740 3 6.247 0.271 0.846 

组内 4628.069 201 23.025   

总计 4646.810 204    

 
Table 15. Self-efficacy of F-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time statu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表 15. 高职院校不同兼职状况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10.777 2 5.388 0.343 0.710 

组内 2956.103 188 15.724   

总计 2966.880 190    

 
Table 16. Self-efficacy of F-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t-time status in general college 
表 16. 普通大学不同兼职状况的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26.768 2 13.384 0.585 0.558 

组内 4620.042 202 22.871   

总计 4646.81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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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7. Self-efficacy of F-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表 17. 高职院校奖学金不同获得情况下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43.054 3 14.351 0.918 0.433 

组内 2923.825 187 15.635   

总计 2966.880 190    

 
Table 18. Self-efficacy of F-test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hievements of scholarship in general college 
表 18. 普通大学奖学金不同获得情况下学生自我效能感 F 检验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组之间 38.726 3 12.909 0.563 0.640 

组内 4608.083 201 22.926   

总计 4646.810 204    

 
Table 19. Compariso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self-efficacy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col-
lege students 
表 19. 高职院校与普通大学学生自我效能感描述统计及差异比较 

 
高职院校 普通大学 

T P 
M ± SD M ± SD 

自我效能感 32.55 ± 4.77 33.34 ± 3.95 −1.796 0.073 

4. 讨论 

4.1. 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整体特点 

描述统计的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总体均分为 32.55，高于中等水平(25 分)，说明高职

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本次调查中，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整体均分为 33.34，且两者差异不

显著(T = −1.796, P = 0.073 < 0.05)，尽管在自我效能感均分与高职院校学生相比有差距。从均值水平上可

看出，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高水平群体较多，低水平群体较少。 

4.2. 生源地对于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有显著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来自城镇的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高于来自的农村高职大学生。尽管目前

城乡一体化趋势加强，但是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家庭

经济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等的不均衡发展。城镇的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容易上大学，获取社会外界信息更加

快捷，城镇相对完善的条件让城镇学生具有较高的自信。农村相对城镇而言，教育质量落后，家庭条件

有限，因此农村学生具有相对较低的自信(廖海霞，2016)。 

4.3. 独生子女与否对于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有显著影响 

相关统计分析表明，独生子女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比非独生子女高职学生高。随着社会不

断发展和进步，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长辈们围绕着独根独苗的生长、发

育和成材转，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所以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享有更多更优越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有

利条件。比如：父母和社会可以给他们更多的爱抚和关心，能以较多的精力关心他们，使他们体智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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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培养多样化的兴趣和爱好，这样便形成了独生子女特有的优点：身体健康、活泼乐观、聪明

好学、积极向上、兴趣广泛等。一般说来，现在的独生子女有着优良的素质，掌握着现代科技知识，擅

长运用网络、成长平顺；他们关注自身发展、敢于冒险、富有激情、重视权利。他们更注重规则意识，

知识面广，表现出了极好的学习、接纳能力。因此他们被温暖和爱伴随着的成长过程使他们相对非独生

子女而言有更高的自信，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自信

和勇气是十分重要的。 

4.4. 参加过社团与否对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有显著影响 

相关统计分析表明，参加过社团活动的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要高于没有参加过社团的学生。

社团活动是高校里随处可见的学生自主性管理活动，加入社团活，体现了个人参与课余活动积极性和主

动性。社团是一个学生自主管理发挥的平台，不但可以通过社团内人员交往拓宽自身的交际圈，而且可

以通过社团间的联合，获得更多表现自己和锻炼自己的机会。加入社团活动的学生，正因为在社团组织

的引导和带动下，在各种活动组织中得到了锤炼，办事能力得到一定提升，从活动中获得的成就感就越

来越多，自信心就相对比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要高。 

5. 结论 

总结以上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一) 从整体来说，普通大学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于高职大学生。但是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 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分为 32.55，明显高于全国的常摸。 
(三) 不同年级、不同性别、是否担任班干、不同兼职情况、不同学科性质、是否担任班干，以及获

得奖学金情况不同的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生源地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有一定

的差异，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高；高职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独生子女的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比非独生子女的学生高；是否参加过社团的高职大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参加过社团的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于未参加过社团的学生。生源地对于普通大

学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同样有显著影响，来自城镇的普通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于农村大学生。 

6. 建议 

从个人角度来说，高校的大学生首先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当情绪消极低落的时候，学会适当的

发泄。在学习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有利于获得归属感与满足感，进而增强自我存在感和自我

效能感。其次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增强自信心，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第三、积极向榜样学习。从榜

样的身上学习成功的经验，使自己也获得成功，最终增强自我效能感。从学校角度来说，首先，要进一

步加强实践教育，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通过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广大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认识自己，

这也将有利于学生的社会化，健全学生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也

相应提高。其次，科学利用评价机制激励学生。第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加强社团活动

轮换制度，激发学生的潜能，让他们从中获得成长，最终增强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从政府角度来

说，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快对农村的基础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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