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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choice self-effica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self-efficacy in career selec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hether they 
were student cadres, whether they had practical experience, whether they had received career 
guidance, whether they were only children, etc.; when individual variables were used as predic-
tors, 59.3% of the variance of initiative, achievement self-identity, delayed self-identity and emo-
tional intelligence could predict career selection self-efficacy; when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re 
used as predictive variables, social support,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father’s severe punishment and life events were used as predictors, 28.2% of the variance of ca-
reer choice self-efficacy was predicted; wh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used as 
predictors, 58.9% of the variance of career choice self-efficacy was predicted by initiative, diffuse 
self-identity and achievement self-ident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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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进行人口学变量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学生

择业自我效能感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有无实践经历、是否接受过生涯辅导、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个体变量作为预测变量时，主动性、成就型自我同一性、延缓型自我同一性和情绪智力可

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59.3%的变异量；环境变量作为预测变量时，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行为、父亲情感

温暖因素、父亲严厉惩罚和生活事件联合预测择业自我效能28.2%的变异量；个体和环境变量同时作为

预测变量时，主动性、弥漫型自我同一性和成就型自我同一性可联合预测择业自我效能58.9%的变异量。

最后根据本研究结果，提出教育建议。 
 
关键词 

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个体变量，环境变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Taylor 和 Betz 于 1983 年首次提出择业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它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实施和坚持与择业相关行为的推测与判断[1]。由于其在个体职业发

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一方面研究者聚焦其对个体成长发展产生

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择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职业生涯规划、职业探索、职业准备以及职业决策困难都

存在影响[2] [3] [4] [5]；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影响个体择业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创造

力[5]、同伴关系[6]、核心自我评价和职业观[7]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择业自我效能。许存等人通过

综述国外研究指出，个体自身的情绪、能力、社会地位、种族认同、人口学因素和其所处的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都会影响个体择业自我效能感，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仅涉及人口学变量[8]，基本没有涉及其

他方面的影响因素。 
此外，2014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两依据一参考”

和“统考语数外 + 自选科目”作为新高考的改革方向，并指出要“增加学生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发展”[9]。政策一经出台，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樊丽芳指出新高考的突出改革就是前

置了决策任务，赋予学生高考科目选择权，并将其前置到高一甚至入学之初[10]。这就要求学生在客观认

识自己的前提下做出选择，然而绝大多数高中生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发展阶段，自我认知和规划能力不

足，还不能做出准确、合适的职业决策。因此，帮助学生客观认识和评价自己，提高择业自我效能感，

做出切合自身特点的生涯决策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在新高考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探究个体和环境因素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

的预测作用，并在所得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以帮助学生提高择业自我效能感，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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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同时丰富择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领域的实证研究。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山东省某高中学生 976 名。其中高一学生 481 名(49.28%)，高二学生 495 名(50.72%)；男生 389
名(40.81%)，女生 564 名(59.18%)，23 名学生性别缺失；学生干部 433 名(44.77%)，非学生干部 534 名

(55.23%)，9 人数值缺失；有实践经历的学生 749 名(83.87%)，无实践经历的学生 144 名(16.12%)，5 人

数值缺失；参加过生涯辅导的学生 422 名(44.05%)，未参加过生涯辅导的学生 536 名(55.94%)，18 人数

值缺失；独生子女 831 名(85.40%)，非独生子女 142 名(14.59%)，3 人数值缺失。 

2.2. 测量工具 

1) 所考察个体变量的有关量表。选用中学生主动性量表[11]对高中生主动性人格进行测评，选用情

绪智力量表中文版[12]对高中生情绪智力进行测评，选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13]对高中生归因方式

的倾向性进行测评以及选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14]对高中生自我同一性状态进行测评。各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依次为 0.891、0.893、0.890 和 0.878。 
2) 所考察环境变量的有关量表。选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15]、中学生社会适应行为量表[16]、青

少年社会支持量表[17]、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8]以及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19]对学生所处生活环境进

行测评。经检验，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依次为 0.693、0.756、0.935、0.921 和 0.891。 
3) 择业效能感量表[1]。采用龙燕梅修订的《择业效能感量表》。该问卷共 25 个项目，釆用 5 点计

分法，可分为自我评价、信息收集、目标筛选、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 5 个维度。该量表信度良好，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 0.945，各维度的信度系数依次为 0.770、0.758、0.834、0.802 以及 0.734。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X2/df = 5.844，p < 0.001，RMSEA = 0.074，IFI = 0.897，CFI = 0.896，模型拟合结果

基本可以接受，此外该量表项目表达清晰易理解，因此，本研究采用该量表用于测量高中生的择业自我

效能感。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0 整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 

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表明，高一、高二年级学生的择业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差异，但相比高一学生，

高二年级学生更善于解决问题(t = 2.30, p < 0.05)。在性别上，男生与女生的择业自我效能感无显著差异，

但男生更善于收集信息(t = 2.02, p < 0.05)。班干部的择业自我效能显著高于普通学生(t = 5.639, p < 0.001)，
在自我评价等五个维度上，班干部的得分也显著高于普通学生。相比于没有生涯辅导经历的学生，有辅

导经历的学生在总分(t = 3.284, p < 0.01)和各维度上的得分都更高。学生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总分上有显著

差异(t = 2.126, p < 0.05)，独生子女得分更高，且在信息收集、目标筛选、制定计划、问题解决等四个维

度上的得分也更高。从实践经历来看，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学

生的得分(t = 3.076, p < 0.01)，在上述五个维度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3.2. 择业自我效能感回归分析结果 

1) 个体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个体变量预测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时，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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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达到显著进入回归方程，其多元相关系数为 0.775，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0.601，即表 1 中的 4 个变量

可联合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 60.1%的变异量。预测力最佳的是“主动性”。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表 1)可得出标准化回归方程式：择业自我效能感 = 0.443 × 主动性 + 0.374 × 成

就型自我同一性 − 0.171 × 延缓型自我同一性 + 0.167 × 情绪智力。 
 
Table 1.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choice self-efficacy 
表 1. 个体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释量 ΔR2 F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主动性 0.674 0.455 0.455 182.501 0.443*** 

成就型自我同一性 0.747 0.558 0.104 137.668 0.374*** 

延缓型自我同一性 0.764 0.584 0.025 101.363 −0.171*** 

情绪智力 0.775 0.601 0.017 81.295 0.167**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2) 环境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环境变量预测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时，5 个

变量均进入回归方程，多元相关系数为 0.532，其决定系数为 0.282，即社会支持、社会适应、父亲情感

温暖、父亲严厉惩罚生活事件 5 个变量可联合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 28.2%的变异量。预测力最佳的是“社

会支持”。 
根据统计分析所得结果(表 2)可得出标准化回归方程式：择业自我效能感 = 0.191 × 社会支持 + 

0.290 × 社会适应行为 + 0.286 × 父亲情感温暖 + 0.120 × 父亲严厉惩罚 − 0.100 × 生活事件。 
 
Table 2.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2. 环境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释量 ΔR2 F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社会支持 0.382 0.146 0.146 56.023 0.191*** 

社会适应行为 0.465 0.217 0.070 45.065 0.290*** 

父亲情感温暖 0.514 0.264 0.048 38.903 0.286*** 

父亲严厉惩罚 0.523 0.273 0.009 30.479 0.120* 

生活事件 0.532 0.282 0.010 25.490 −0.100* 

 
3) 个体变量、环境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表 3)。个体变量和环境变量同时

作为预测变量时，仅有三个个体变量在回归方程里显著，其多元相关系数为 0.767，决定系数为 0.589，
主动性、弥散型自我同一性、成就型自我同一性三个变量能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 58.9%的变异量。 

其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择业自我效能感 = 0.597 × 主动性 − 0.198 × 弥散型自我同一性 + 0.174 ×
成就型自我同一性。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variables,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career 
choice self-efficacy 
表 3. 个体变量、环境变量与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释量 ΔR2 F 值 标准化回归数 

主动性 0.722 0.521 0.521 102.205 0.597*** 

弥散型自我同一性 0.752 0.566 0.045 60.644 −0.198** 

成就型自我同一性 0.767 0.589 0.023 43.924 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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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探讨择业自我效能感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由分析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择业自我效能感在是否担任班干部、是否有生涯辅导经历、是否具有实

践经历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年级和性别两个方面，学生的择业自我效能感只在

某个维度上有差异。首先在年级方面，高二学生在问题解决上表现的更好，可能是由于知识经验的增多，

学生综合素质逐步提高，能够更轻松地解决在生涯规划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其次学生的性别在择业

自我效能感没有显著差异，此结果不同于以往研究结果[20] [21] [22] [23]，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新高考改革

的实施，学校对开展生涯相关教育更加重视，学生在这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后，择业自我效能

感得到了显著提高，缩小了男女之间的差异；但在本研究中发现，男生仅在信息搜集上表现的更好，可

能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社会对男生的期望要高于女生，为了获得社会认可，男生更有可

能积极搜集信息，努力做到全方面了解职业信息，以做出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决策，从而最大化实现自我

价值，获取社会认可。 
学生干部择业自我效能感的整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都更高，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学生干部本

来就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24]，而择业自我效能感又是自我效能感在职业领域的特殊表现[25]，所以在

职业领域也呈现出学生干部择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的情况；二是学生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通过组织班

级活动，处理班级事务，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因此在面对职业选择时自信心更强，择业自我效能感

较高。与此相同，接受过生涯辅导教育或参加过社会实践的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更高，因为择业自我效

能感源于个体对生活经验的整合与感悟，有实践经历或参加过生涯辅导的学生在考虑择业相关问题时会

更加细致，通过回顾、借鉴以往的经验，更有信心做出满意的职业决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独生子女

的择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更高，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相比非独生子女来说拥有更

多来自父母的关心和支持，有更多开阔视野，挖掘潜能的机会，对未来的态度也比较积极，故独生子女

的择业自我效能感较高。 

4.2. 探讨个体和环境变量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1) 个体变量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当个体变量进行预测时，由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可

见，主动性、成就型自我同一性、延缓型自我同一性和情绪智力四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其中延缓型自

我同一性负向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该结果支持了先前的研究。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可显著正向预测

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且主动性人格在个体职业初期会发挥积极作用[24]，此外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

择业自我效能感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25] [26]。 
具体来看，主动性人格指个体主动采取行动影响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倾向[27]，在拥有较大选择权的

环境中，具有这种特质倾向的个体会主动搜集相关信息，主动向他人进行咨询和求助以做出最优的选择。

成就型自我同一性是个体经过探索，顺利解决危机后呈现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承诺，延缓型自我同一性

则是指个体所处的一种高探索、低承诺的状态，郭金山等人研究表明，具有成就型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个

体可能有更积极的人格特征，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导向，相应地在职业生涯活动方面乐于探索，善于规划，

可正向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而具有延缓型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个体则可能负性情绪体验较多、不切实际

等人格特征，情绪不稳定，虽然有探索的想法，但行动力差，故会负向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14]。情绪智

力一般被定义为个体适应性地知觉、理解、调节和利用自己及他人的情绪的能力[16]，该个体变量能够正

向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情绪智力水平的个体在职业决策中可以有效分析决策环境，

树立择业信心，并能利用合理的情绪表达影响他人，从而高效解决问题并做出职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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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变量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当环境变量作为预测变量时，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社会支持、社会适应行为、父亲感情温暖、父亲严厉惩罚和生活事件等环境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其中生活事件可负向预测择业自我效能感。具体来看，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与社会中的社会人以及社会组

织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联系程度[17]。周立的研究表明，家庭、朋友以及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择业自我

效能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7]，赵延昇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社会支持和择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

且主动性人格负向调节两者的关系[28]，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在遇到决策困难时会得到多

方面的帮助和指导，从而能够增强个体解决问题的信心，尽快达到既定目标。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社会适应的定义，但学者们对社会适应的结果较为一致，即

社会适应的最终结果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间的和谐与平衡状态[29]。国外有研究者发现职业规划能力的发展

与个体潜力的充分发挥和社会适应程度的提高有关[30]。我们可推测社会适应程度的提高是通过影响个体

择业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职业规划能力的发展，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

所，在个体向社会化改变的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父亲的情感温暖可正向预测个体择业自我效能感[31]，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父

亲严厉惩罚也会正向预测个体择业自我效能感，这可能由于受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一方面父亲在家庭

中往往象征着权利和力量，是家庭重大事宜的决策者，而另一方面“严父”一词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父亲

在子女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所以当父亲以严厉的方式去管教子女时，子女很容易将父亲

的严格要求内化为自己的“高标准”[19]，从而在职业相关行为中也以高标准要求自己，通过探索积累多

方面的经验，以期做出最好的职业决策。生活事件又称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各

种紧张性刺激事件[32]，个体经历的消极事件越多，更有可能否定自我，相应的在对待职业相关问题时个

体也表现出悲观的态度，择业自我效能感较低。 
3) 个体和环境变量对高中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单独考虑个体或环境变量对高中生择业自

我效能发展的影响过于片面，因此将个体和环境变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更有意义。但本研究发现，

当个体和环境变量同时作为预测变量时，仅有主动性、弥漫型自我同一性和成就型自我同一性等个体变

量进入回归方程，且弥漫型同一性负向预测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弥漫型同一性指个体低探索、低承诺

的一种状态[13]。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缺乏探索的兴趣，对未来也没有较好的展望，所以自我效能感较

低。 
此外，本研究说明，在客观环境个体的深层特征在择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朱智贤先生提出过，个体心理发展的动力是个体的内在矛盾。个体在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

新的需要，新需要与原有需要水平之间矛盾就促进了个体的发展，而环境也需要在矛盾的基础上影响个

体的心理发展[33]，此外，商佳因等人在文献综述中提到，主动性得分不同的个体在具体环境中的表现也

不同，高得分者不会受环境的束缚，会主动采取措施，影响环境的改变[24]，由此可见个体特征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5. 建议 

5.1. 对高中生的建议 

第一，在生涯发展过程中，高中生需要积极主动的收集信息，探索环境，在学习生活中不断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以增强择业自信。具体来说，建议学生积极担任班干部，在学生工作中锻炼自己，提高问

题解决、人际沟通能力，同时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职业相关信息，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生涯辅导、社

会实践等活动，积累实践经验。 
第二，建议学生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尽早思考和探索一些人生的重大问题，比如我是谁，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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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我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才能体现我的价值等问题，探索中遇到困难时应主动与同伴、家长或教

师交流，以寻求帮助，达到内心的协调一致，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5.2. 对家长的建议 

第一，家长的支持和父亲的情感温暖和严厉惩罚都会影响学生择业自我效能的形成，所以建议家长

要重视孩子择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在日常的生活中，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怀和指导，当孩

子在生活中遭遇负性事件时，家长要察觉到孩子情绪的变化，适当疏导，以缓解不良事件对孩子的影响。

当孩子在职业选择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时，家长应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并再次基础上提供切实可行的

建议，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增强职业选择能力，提高择业自我效能感。 
第二，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家长要为孩子树立好榜样，通过向孩子

讲述自身的工作经历，培养孩子正确的职业观，还可以带领孩子参观工作场所，切实加深孩子对职业的

体会。此外，家长还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带领孩子去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孩子在活动中积累经验，

轻松择业。 

5.3. 对学校的建议 

第一，学校应重视生涯辅导课程的开设以及生涯教育教师团队的建设，针对不同年级的特点开设不

同内容的生涯辅导课程，同时纳入情绪管理内容。还可以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给学生传达生涯知识，双

管齐下，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职业生涯知识，增强择业自信。 
第二，学校可以通过举办个人生涯咨询活动、团体生涯辅导活动、生涯体验等系列学校活动加强学

生对职业生涯和各类职业的认识；建议学校综合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联系公司企业，为学生提供社会实

践的机会，帮助学生对理想职业有更具体、更深刻的了解，提高其择业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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