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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的关系，并分析自尊的中介作用。方法：运用自尊量表、社会支

持量表和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量表对18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描述统计、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大

学生社会支持、自尊与就业焦虑的内在关系进行检验。结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之间的相关是显

著的(p < 0.01)。回归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自尊；社会支持、自尊均能负向预测就业焦虑。从

中介效应看，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以自尊为完全中介间接影响就业焦虑中缺乏就业支持、就业竞争压

力，两者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978、0.1892；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以自尊为部分中

介间接影响就业焦虑中自信心不足，两者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564、0.1196。结论：增加对大学生的

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他们的就业焦虑情况的缓解，自尊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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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employmen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Methods: 185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esteem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career anxiety scal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employmen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tested by de-
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was significant (p < 0.0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so-
cial support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can negatively pre-
dict employment anx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ng effect, the subjective support in social 
support indirectly influences the lack of employment support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on pres-
sure in employment anxiety with self-esteem as the complete mediat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
ues of the two are 0.1978 and 0.1892, respectively. Subjective support in social support and utiliza-
tion of social support, partially mediated by self-esteem,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low self-confidence in 
employment anxie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of the two were 0.1564 and 0.119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ncreasing social support for college students can alleviate their employment anxiety, 
and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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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提出，大学生群体存在焦虑、抑郁的比例达到 26.4%，其

中就业焦虑已经成为应届毕业生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就业焦虑对个体而言具有多重作用：适当的

焦虑可以增强积极向上的动力，激发毕业生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过度的焦虑则会导致毕业生产生负面自

我认知，否定自我价值，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李思靖，2021)。就业焦虑是指大学毕业生在面临

就业时由于心理上准备的不充分，认为自己很难掌握好命运，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竞争中的心理问题和

挫折而产生的一种不安的情绪(蔡水清，李根平，2007)。如今的大学生报告说，由于长期经济衰退和工作

性质的变化等因素，与青年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的上升有关，他们对毕业后找工作越来越焦虑，因为找

到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年轻工人缺乏全职职位和工作保障有限加剧了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许多发达国

家(Blustein et al., 2016; Pouyaud, 2016)。因此，了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情况和原因，寻找干预措施具有重

要的意义 
结合以往的研究，影响个体焦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社会支持、自尊变量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社会

支持是缓解大学生情绪问题的重要保护因素，指通过大量个体间的社会接触以使个体维持身份认同并获

得情感支持(冯晨，严永红，徐华伟，2018)。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中提出，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

呈中等水平，而且仅有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获得了社会支持(崔继红，2010)。社会支持的经典缓冲假设说认

为，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压力带给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张波，吴倩雯，陈瑜婕，2018)。自尊是指个体对

自己接纳和评价的感受，是与需要关联的，可以作为评价个体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王佳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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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就业焦虑的预测作用有直接效应。之前有学者提出以心理弹性为中

介变量来研究与社会支持、就业焦虑的关系，发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就业焦虑存在中介效应(刘友萌，

2013)。同时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自尊有显著性的相关，即社会支持可以预测自尊(张汀，2018)。此外

调查发现，自尊与就业焦虑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即自尊可以预测就业焦虑(刘娜娜，2012)。综上所述，社

会支持对就业焦虑以及自尊对就业焦虑影响的两两相关关系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对三者之间

影响关系以及中介作用的探讨尚不充分。本研究在已有基础上，从自尊、社会支持对就业焦虑的影响入

手，分析三者内在关系，探讨自尊的中介作用，希望为大学生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为唐山市大二、大三、大四年级的大学生，共发放了 192 份问卷，剔除缺失值

和极端值后，有效问卷 185 份，有效率为 96.3%。 

2.2. 研究方法 

2.2.1.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共 10 个题目，每个题目按 1 至 4 评分，其中第 3、5、8、

9、10 题为反向计分题。总分范围在 10 至 40 分。自尊得分是所有题目得分之和，得分越低，其自尊水

平越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731。 

2.2.2. 社会支持量表 
运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共 10 个项目。第 6、7 多选题的评分标准是，每个选项为一

分，被试选择几个选项就得几分，其他 8 个题的评分标准是四点计分。该量表的信度系数 α = 0.854，可

以作为有效问卷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分析与了解。 

2.2.3. 就业焦虑量表 
运用张玉柱和陈中永(2006)编制的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量表，共 26 道题，采用四级评分。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有良好的信度，可以作为有效的测量工具对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情况进行分析与了解。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中的问卷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便利抽样法，并向被试要求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收回问卷，

并对不符合条件的被试进行剔除。运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录入、描述统计、皮尔逊积差相关以及逐步

多元回归分析。随后采用 Amos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对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与就业焦虑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就业焦虑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与就业焦虑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与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的相关性显著(p < 0.01)，且均为负相关。表明缺乏就业支持、自信心不足得分随主观支

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增加而减少。就业竞争压力与社会支持的各维度的相关性显著(p < 0.01)，三者

均为负相关。表明就业竞争压力越低的大学生，其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就业焦虑的各个维度与自尊的相

关性显著(p < 0.01)，且都是负相关。表明就业焦虑得分随自尊得分增加而减少。社会支持中的各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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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尊的相关性显著(p < 0.01)，且都是正相关。表明社会支持得分随自尊得分增加而增加。见表 1。 
 
Table 1. Averages and related tables of each item dimension 
表 1. 各项目维度的平均数和相关表 

项目维度 m ± s 1 2 3 4 

1. 主观支持 20.11 ± 3.59     
2. 客观支持 8.84 ± 2.75     

3. 社会支持利用度 7.43 ± 1.81     
4. 自尊 30.24 ± 3.88 0.428** 0.244** 0.370**  

5. 担忧就业前景 13.61 ± 3.26 −0.137 −0.099 −0.138 −0.298** 
6. 缺乏就业支持 17.88 ± 4.85 −0.253** −0.112 −0.192** −0.455** 
7. 自信心不足 14.90 ± 4.14 −0.254** −0.112 −0.219** −0.489** 

8. 就业竞争压力 10.29 ± 3.07 −0.291** −0.190** −0.206** −0.443** 

注：*p < 0.05，**p < 0.01。 

3.2. 自尊和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lf-esteem on social support 
表 2. 自尊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B Beta t 

自尊 方程模型 0.493 0.235 29.206**    

 主观支持    0.372 0.344 5.050** 

 社会支持利用度    0.522 0.258 3.778** 

注：*p < 0.05，**p < 0.01。 

 
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尊和社会支持各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及机制，将社会支持各维度作为自变量，

自尊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都可以正向预测自尊；主观支持、社

会支持利用度可以共同解释自尊变化量的 23.5%，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见表 2。 

3.3. 就业焦虑和自尊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ployment anxiety on self-esteem 
表 3. 就业焦虑对自尊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B Beta t 

担忧就业前景 方程模型 0.298 0.084 17.779**    

 自尊    −0.250 −0.298 −4.217** 

缺乏就业支持 方程模型 0.455 0.203 47.883**    

 自尊    −0.570 −0.455 −6.920** 

自信心不足 方程模型 0.489 0.235 57.392**    

 自尊    −0.522 −0.489 −7.576** 

就业竞争压力 方程模型 0.443 0.192 44.630**    

 自尊    −0.351 −0.443 −6.681**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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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尊作为自变量，就业焦虑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自尊可以负向预测担

忧就业前景。自尊可以解释担忧就业前景变化量的 8.4%，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自尊可以负向预测

缺乏就业支持。自尊可以解释缺乏就业支持变化量的 20.3%，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自尊可以负向

预测自信心不足。自尊可以解释自信心不足变化量的 23.5%，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自尊可以负向

预测就业竞争压力。自尊可以解释就业竞争压力变化量的 19.2%，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见表 3。 

3.4. 就业焦虑和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ployment anxiety on social support 
表 4. 就业焦虑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B Beta t 
缺乏就业支持 方程模型 0.253 0.059 12.546**    

 主观支持    −0.342 −0.253 −3.542** 
自信心不足 方程模型 0.292 0.075 08.491**    

 主观支持    −0.253 −0.204 −2.720** 
 社会支持利用度    −0.350 −0.153 −2.041** 

就业竞争压力 方程模型 0.291 0.080 16.916**    
 主观支持    −0.249 −0.291 −4.113** 

注：*p < 0.05，**p < 0.01。 

 
以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维度为自变量，就业焦虑各维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

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就业焦虑中的缺乏就业支持。主观支持可以解释缺乏就业支持变化量的

5.9%，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可以负向预测就业焦虑中的

自信心不足。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可以共同解释自信心不足变化量的 7.5%，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

著的；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就业焦虑中的就业竞争压力。主观支持可以解释就业竞争压

力变化量的 8%，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见表 4。 

3.5. 自尊在主观支持维度与缺乏就业支持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GFI = 0.997；AGFI = 0.979；NFI = 0.988；IFI = 1.000；CFI = 1.000；RMSEA = 0.000 

Figure 1.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subjective support and lack 
of employment support 
图 1. 自尊在主观支持和缺乏就业支持之间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尊在主观支持和缺乏就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图 1 表明，该模型

的各个拟合指数分别为 GFI = 0.997 > 0.90；AGFI = 0.979 > 0.90；NFI = 0.988 > 0.90；IFI = 1.000 >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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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 1.000 > 0.90；RMSEA = 0.000。自尊在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对就业焦虑中缺乏就业支持的影响的中

介效应为 0.1978 (0.43*0.46)。在加入自尊后，主观支持对缺乏就业支持的预测显著性消失，故自尊在主

观支持和缺乏就业支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主观支持会经由自尊来对缺乏就业支持产生影响。 

3.6. 自尊在主观支持维度与就业竞争压力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NFI = 0.964；IFI = 0.976；CFI = 0.976；RMSEA = 0.101 

Figure 2.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of self-esteem between sub-
jective support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on pressure 
图 2. 自尊在主观支持和就业竞争压力之间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尊在主观支持和就业竞争压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图 2 表明，该模型

的各个拟合指数分别为 NFI = 0.964 > 0.90；IFI = 0.976 > 0.90；CFI = 0.976 > 0.90；RMSEA = 0.101。自

尊在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对就业焦虑中就业竞争压力的影响的中介效应为 0.1892 (0.43*0.44)。在加入自

尊后，主观支持对就业竞争压力的预测显著性消失，故自尊在主观支持和就业竞争压力之间起完全中介

作用。这表明主观支持会经由自尊来对就业竞争压力产生影响。 

3.7. 自尊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维度与自信心不足维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NFI = 1.000；IFI = 1.000；CFI = 1.000；RMSEA = 0.325 

Figur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elf-esteem among social support utiliza-
tion, subjective support, and low self-confidence 
图 3. 自尊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和自信心不足之间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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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尊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主观支持和自信心不足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图

3 表明，该模型中的各个拟合指数分别为 NFI = 1.000 > 0.90；IFI = 1.000 > 0.90；CFI = 1.000 > 0.90；RMSEA 
= 0.325。自尊在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对就业焦虑中自信心不足的影响的中介效应为 0.1564 (0.34*0.46)，
即主观支持会直接影响到自信心不足，也会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到自信心不足。自尊在社会支持中社会支

持利用度对就业焦虑中自信心不足的影响的中介效应为 0.1196 (0.26*0.46)，即社会支持利用度会影响到

自信心不足，也会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到自信心不足。 

4. 分析与讨论 

4.1. 社会支持与就业焦虑的关系 

通过就业焦虑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就业焦虑。这说明良好的社

会支持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对大学生的

就业焦虑都有影响是相似的(李思靖，2021)。例如，张斌等(2019)和余兵兵等(2013)的调查发现，个体

如果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面对就业压力情境时不仅能够很好地适应，还能够在面对压力情境时，

以积极的心态，高效的处理方式应对可能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就业焦虑的预测中，

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都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主观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维度，其作用不容

小觑，本研究的数据表明了在社会支持中，对就业焦虑的影响中主观支持的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是

因为，当个体感知到更多的支持时，在生活中常常能获得好的结果，同时幸福感增强，易于对生活产

生更大的信心(Cohen & Wills, 1985)。可见，社会支持的确能够有效的缓解就业过程中的焦虑情绪。获

得的主观支持越多和能更好的使用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在面对工作时，更加从容和放松；反之，当大学生

认为自己是孤单的，没有得到支持和帮助，在面对就业时，感受到更多的是无助感，从而影响大学生的

就业焦虑。 

4.2. 自尊在社会支持对就业焦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自尊与就业焦虑的相关性显著(p < 0.01)，且都是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

果一致(黄梅，李大林，陈维，2018；杜启明，2018)。这表明大学生的自尊水平越高，他们感受到的就业

焦虑就越低。从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出发，高水平的自尊有利于降低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在面临就业时，

有高水平自尊的大学生，其自卑感就会低，面临就业遇到的困难时也会增加其自信心，所以他们的就业

焦虑水平会相应的降低(李志勇，吴明证，陶伶等，2012)。更具体地说，高自尊与低就业焦虑水平有密切

联系，大学生的高自尊对个人的就业焦虑有着积极的影响，个体自尊的水平越高，感受到的就业焦虑就

会越低。 
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就业焦虑为因变量，以自尊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自尊在两

者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水平，还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

用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就业焦虑。这体现了自尊水平高的大学生，往往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生活充满期

望，同时会自己主动寻找帮助和支持。所以他们获得的就业支持和帮助也较多，从而就业焦虑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一些缓解。类似的研究发现，自尊可以作为大学生未来事件洞察力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

介变量，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通过自尊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徐碧波，陈晓云，王嘉莹等，

2021)。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高自尊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抗挫力，增加其对就业的认可度，

则能增强其自信心。在面对就业时的问题，他们会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更加从容和放松；反之，

当大学生认为自己是孤单的，没有得到支持和帮助，在面对就业时，感受到更多的是无助感，自尊随之

大大降低，从而间接影响大学生的自信心，感受到更多的就业焦虑。若要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7370


武嘉，赵亮 
 

 

DOI: 10.12677/ap.2023.137370 2991 心理学进展 
 

必须重视他们的社会支持和自尊的状况。因此可以通过加大社会支持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焦虑，也可以

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来降低其就业焦虑。 
综上可知，本研究验证了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就业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实验假设。这一结果提醒

高校可以通过调动大学生关注社会支持的意识，培育其社会沟通的能力，帮助大学生建立较为完善的社

会支持体系。同时加强积极心理建设，把积极情绪调节训练，比如如何提升自尊水平等训练融入到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以缓冲就业压力带给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5. 结论 

(1) 社会支持、自尊、就业焦虑三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是显著的。 
(2) 社会支持和自尊对就业焦虑有负向预测作用。 
(3) 社会支持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就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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