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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有时候不是我们在选择工作，而是工作在选择我们，因此，如何才能

具备相应的能力来找到合适并且心仪的工作，这就与我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息息相关。本文通过调查问卷、

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的现状进行调查，经过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明确了期望价值

及其各维度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以及期望价值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促进作用。研究发

现：成功期望、能力信念、任务价值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均有显著相关的正向影响，同时期望价值

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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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mploy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ometimes it is not that 
we are choosing the job, but the job is choosing us. Therefore, how to have the appropriate ability 
to find a suitable and preferred job is closely related to our career planning. In this paper, we in-
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data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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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ctancy-value and its dimensions o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xpectancy-value o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uccess expectation, ability belief and task valu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career 
plan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ectation value has certain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plan-
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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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逐年扩招大学生，高校学生们想要在求职海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将自身所学的专业技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达到企业要求的人才标准，因此在整个大学期间，如何为自己做

好职业生涯规划是当代高校学生值得关注的焦点，也是目前大学在普及高等教育时，应该关注的重要问

题[1]。 
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起到了指南针和方向标的作用。大学生在给自己做职业生

涯规划时往往会过高或者过低地预估自己的能力。当今大学生依然对于自我的职业规划意识不强，这主

要体现在应届生找工作时，由于在大学四年里没有很好地规划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没有将自己所学的专

业知识、职业技能及综合能力最大化地发挥好，因此在大学学习中会产生学习效率底下；投简历时盲目

更风，就业时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干不久”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大学生没有很好地规划自我职

业生涯，进而产生了期望与能力不匹配的问题。同时，选择升学的大学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无论是

考研还是出国，这些都需要大学四年期间长期规划、不断努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对于大学生一生职业的长远规划，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大学生需要通过

对于自身进行正确的定位，结合个人优势和外部有利资源，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为自己做出合理的

职业选择和职业计划。本文将基于期望价值的理论基础，揭示当前大学生在“想干什么”与“能干什么”

之间相匹配的问题，从而更好规划职业生涯，帮助大学生摆脱迷茫和困惑，提高自我认知清晰度，在弥

补自身短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2. 理论分析 

对于大学生而言，未来就业需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想干什么”，二是“能干什么”。在职

业规划的过程中，期望价值很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和路径。Feather (1988)认为个

人的行为决策取决于任务的价值以及对成功的可能性的预判[2]。其后，Eccles 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期望

价值理论，并对模型的核心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其中包括成功期望、能力信念与任务价值等[3]。成功

期望是个体对完成学习任务目标的预期，也是对接下来任务进展的信心。Eccles 等人将能力信念定义为

个人对特定领域的能力评价[4]。本文将能力信念归于个人对于任务完成情况的感知力。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学生需要为自己的选定合适的目标、找到努力的方向、自我监控和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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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力信念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 Wigfield (1994)等人认为个体对于任务的主观价值会影响个体对于任务成功的行为[5]。换句话

说，任务价值影响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行为。本研究参考以上观点，认为学生认同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

性以及对职业规划的期望越高，越是愿意积极地投入生涯规划过程。 
鉴于此，本研究从期望价值理论出发，在其他职业生涯规划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将期望价

值概念引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的研究，探讨期望价值理论在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过程中的影

响力。由此，将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且进行期望价值理论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的相关性分析，以论证是否期望价值理论确实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有影响。 

3. 数据来源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问卷”，以上海 7 所地方性大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问

卷发放了 417 份，回收了 401 份有效问卷。此上海 7 所地方性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集工科、理科、

经管文法于一体，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区域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 

3.2. 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整个问卷涵盖了本研究需要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基于期望价值的影响维度，包括

成功期望、能力信念、任务价值等。调查问卷的题型是封闭式的，包括单选和对于五分制对称等距量表

的评分，设置了五个等级，分别代表五种程度，依次为：5 = 完全符合；4 = 较符合；3 = 不清楚；2 = 较
不符合；1 = 完全不符合。 

2) 抽样：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文科(经管文法)、理科和其它学科等类学生共 401 人。

所作样本兼顾了男女比例、学科比例之间的均衡。 
3) 统计分析按照编码直接录入数据，并与原始问卷进行核对，最后运用 SPSS20.0 软件对所有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3.3. 研究假设 

笔者在期望价值理论的研究前提下，探究期望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力。根据上述文献，

在本研究中，期望价值包括三个维度：成功期望、能力信念和任务价值。也就是说，本研究旨在调查：

大学生的期望价值与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关联；大学生的能力信念与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关联；大

学生的任务价值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关联。另外，本研究还旨在探讨大学生期望价值总体维度对职业生

涯规划的预测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大学生的期望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H1.1：大学生的成功期望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H1.2：大学生的能力信念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H1.3：大学生的任务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H2：大学生期望价值对职业生涯规划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4. 调查基本情况 

由以下图表可知(见表 1、图 1~3)，本次调查的大学生群体分别来自上海 7 所地方性高校。该样本考

虑了男生、女生的比例均衡性，其中，男生占 45.6%，女生占 54.4%。同时，样本涵盖了大一至大四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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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个数 比例(%) 

性别 
男 183 45.6 

女 218 54.4 

年级 

大一 54 13.5 

大二 69 17.2 

大三 99 24.7 

大四 179 44.6 

学科 

文科 270 67.3 

理工 83 20.7 

其他 48 12.0 

毕业后的期望 

就业 132 32.9 

升学 164 40.9 

不确定 72 18.0 

其他 33 8.2 

 

 
Figure 1. Gender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图 1. 调查样本性别分布 

 

 
Figure 2.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ample 
图 2. 调查样本学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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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rad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sample 
图 3. 调查样本年级分布 

 
生，且主要集中在大学高年级，其中，大一的学生占 13.5%，大二的学生占 17.2%，大三的学生占 24.7%，

大四的学生占 44.6%。样本的专业学科主要分为文理科，其中，文科占 67.3%，理科占 20.7%，文科专业

偏多，部分艺术类专业归于其他类，占 12%。 
此外，在毕业后的期望上，本次调查的总样本中，毕业后期望就业的学生占 32.9%，毕业后期望升

学(保研、考研或出国)的学生占 40.9%，对于自己毕业后的去向没有明确期望的学生占 18%，其他类占

8.2%，包括自主创业、当网络主播等。 

5. 大学生期望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分析 

5.1. 关于专业选择及满意度 

由图 4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专业选择方面，有 32%和 22%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完全符合”和“较

符合”，说明大部分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是出于就业考虑的，但是也有近一半的大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没

有选择对未来就业有利的专业；在专业的满意度方面，有 20%和 23%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完全符合”

与“较符合”，而选择“不清楚”、“较不符合”以及“完全不符合”的大学生分别占了 26%、22%和

9%，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对于自己专业的满意程度不高；在就业前景方面，只有 13%的大学生相信以自己

目前的学校和目前的专业能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有 26%的大学生选择了“较符合”，29%的大学生

尚不清楚目前的学校和目前的专业能否找到有前景的工作。另外，有 2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不太能

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个数据概况既说明了松江大学生对于当初选择的专业了解程度不够高，导致后期对

所学专业的满意程度降低，因而在找工作就业时就会产生迷惘，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今就业形势的紧

张。 

5.2. 职业生涯规划过程 

由图 5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为目标努力”方面，有 29.7%和 34.9%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完全符

合”和“较符合”，说明在职业规划的道路上，大家都有为自己树立目标并且为之努力；在信息搜集方

面，有 22.2%和 34.4%的同学分别选择了“完全符合”和“较符合”，信息的搜集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尤为重要，说明近一半的大学生具备了搜集有关未来职业发展的信息的能力；在专业认知的延伸方面，

有 25.9%和 35.9%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完全符合”与“较符合”，说明近一半的大学生在自身专业及其

相关专业的了解程度方面尚可。这些数据表明，近一半的大学生能够搜集相关信息，在全方位了解自己

的专业及其发展方向后，为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找到值得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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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Major choice and satisfaction 
图 4. 专业选择及满意度 

 

 
 

 
Figure 5. Career planning process 
图 5. 职业生涯规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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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就业倾向 

由图 6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就业薪水方面，有 23%和 33%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完全符合”和“较

符合”，说明有 56%的大学生在就业时，遇到兴趣和薪水冲突的问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高薪水的工作，

表明以目前的就业形势，近半数的大学生将薪水看作选择工作的首要衡量标准，而更多的人是不确定就

业时会如何抉择，只有 20%的大学生选择优先考虑兴趣；在就业层次方面，有 37%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去

大企业的基层打工，39%的大学生不清楚毕业倾向，24%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在小企业做中层管理者，由此

可以看出，有 39%的大学生选择“不清楚”，而选择“去大企业基层打工”的大学生与选择“在小企业

做中层管理者”的大学生人数相差并不大，说明大多数大学生在职业规划的时候，没有在企业的规模和

自身层次之间做出选择和规划，而且对于“在大企业工作”和“在小企业工作”也没有明显的倾向。 
 

 
Figure 6. Employment tendency 
图 6. 就业倾向 

6. 实证结果与讨论 

6.1. 效度和信度分析 

6.1.1. 信度分析 
问卷整体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Integrated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2. 整体信度分析 

测量变量个数 Cronbach’s Alpha 

21 0.886 

 
对问卷的后 16 项做信度分析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16 items from the bottom 
表 3. 后 16 项信度分析 

测量变量个数 Cronbach’s Alpha 

16 0.927 

 
信度是对问卷调查可信程度检验的一种分析，Cronbach’s Alpha 值越接近 1，则问卷可信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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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表3的分析结果来看，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Alpha为0.886，后16项的Cronbach’s Alpha为0.927，
均在 0.7 以上，表明量表的信度很好。因此，问卷稳定性很好，能够体现基于期望价值的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研究的意义所在。 

6.1.2. 效度分析 
从表 4 的结果来看，整表的 KMO 为 0.924 表明因子分析情况适合，从总体上看，问卷结构效度比较

高。问卷的调查结果能够测量其理论特征，能够从大学生的成功期望，能力信念和任务价值，这三个维

度来判断大学生职业规划情况。 
 

Table 4. Validity analysis 
表 4. 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24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354.616 

df 210 

Sig. 0.000 

6.2. 相关性分析 

6.2.1. 大学生总体期望价值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以皮尔森(Person)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强弱，对期望价值理论的各维度与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ectancy-value and career planning 
表 5. 期望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期望价值 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期望价值 

Pearson 相关性 1 0.852**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职业生涯规划 

Pearson 相关性 0.852**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 5 对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其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大学生期望价值与职业生

涯规划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52 > 0.7，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结果表明，大学生期望价值和职业生涯规

划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松江大学城的学生对于自己的期望越高，越愿意为自己做好职业生

涯规划。 

6.2.2. 大学生成功期望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6 对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其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成功期望与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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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888 > 0.7。该结果表明，成功期望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

说松江大学城的学生的成功期望越高，越会为自己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sire to success and career planning 
表 6. 成功期望与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职业生涯规划 成功期望 

职业生涯规划 

Pearson 相关性 1 0.888**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成功期望 

Pearson 相关性 0.888**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6.2.3. 大学生能力信念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7 对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其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能力信念与职业生涯规划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968 > 0.7。结果表明，能力信念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松江大学城的学生的能力信念越高，越会为自己好职业生涯规划。 
 

Table 7.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bility belief and career planning 
表 7. 能力信念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能力信念 职业生涯规划 

能力信念 

Pearson 相关性 1 0.968**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生涯规划 

Pearson 相关性 0.968**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6.2.4. 大学生任务价值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8 对于 Pearson 相关系数及其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任务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76 > 0.7。结果表明，任务价值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松江大学城学生越认可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越会为自己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Table 8.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sk value and career planning 
表 8. 任务价值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性分析 

 职业生涯规划 任务价值 

职业生涯规划 

Pearson 相关性 1 0.776**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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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任务价值 

Pearson 相关性 0.776**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401 40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6.3. 回归分析 

对期望价值和职业生涯规划做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为期望价值，因变量为生涯规划。 
从表 9、表 10 中的大学生期望价值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小于 0.05，达到了显著性水平，Anova 表中 P = 0.000 < 0.05，说明回归方程有意义，得到的回归

方程为 Y = 0.852X + 0.000。根据模型计算，期望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决定系数 R2 = 0.727，拟

合优度较高，不被解释的变量较少，说明期望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9. 回归分析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290.678 1 290.678 1060.909 0.000b 

残差 109.322 399 0.274   

总计 400.000 400    

a. 因变量：生涯规划；b. 预测变量：(常量)，期望价值。 

 
Table 10. Coefficients 
表 10.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的 95.0%置信区间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下限 上限 

 
(常量) 0.000 0.026  0.000 1.000 −0.051 0.051 

期望价值 0.852 0.026 0.852 32.572 0.000 0.801 0.904 

因变量：生涯规划。 

7. 期望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职业生涯规划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成功期望能够让大学生在为自己制定职业规划的过程中起到促

进作用。大学生对于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期望往往来自“比较”，与过往的自己的比较、与同学的比较

和与整个就业市场环境的比较，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对自己当下的职业生涯做好足够的预判，那么就很

容易影响到日后的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大多都能对于自身的职业生涯做出规划，但是期望有时比较高，

会导致现状不能满足期望。因此，要让期望符合自身的实际水平，大学生们能否合理地为自己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能力信念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信念界定为大学生在职业

生涯规划过程中对是否有能力为自己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执行的能力评估(主观判断)。在调查中发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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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念与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系数非常高(如见表 7)，其相关系数为 0.968，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能力

信念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大学生的能力信念越高，他们在职业生涯规划就

做的越好。反之，能力信念不高的大学生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较少，职业生涯规划得也相对欠缺。 
关于任务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根据任务价值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影响的相关性分

析(如见表 8)，显著性 P 值小于 0.05，任务价值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76，说明任务价值

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调查中，“认为职业规划对自己有价值”的选项中，选择“完

全符合”和“较符合”的大学生分别占 22.9%和 33.7%，说明大部分的大学生肯定了自我规划的价值，但

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价值并不清楚，此外，在“认为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对未来职

业生涯规划有帮助”中，选择“完全符合”的大学生仅占 9.5%，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大学生们对于学校开

展的就业指导教育的认可度并不高，甚至有 35.7%的大学生并不清楚就业指导教育对于职业生涯规划促

进的作用。综上，从任务价值的角度而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还需加强，同时高校也应提高就

业指导的重要性。 

8.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期望价值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力，探讨了期望价值及其各维度是否能促进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研究假设、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的现状进行调

查，通过相关性分析明确了期望价值及其各维度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通过调查发现：成功期

望影响大学生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目标的制定和计划性；能力信念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动性和把

控性；任务价值影响大学生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首先要让大学生明白职

业生涯规划的任务价值，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加强对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工作；其次，学生在看

到了职业生涯规划的价值后，才有可能对于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产生一定的能力信念，并在学校就业指

导的引导下、在同伴互相交流和了解下，增强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信念；最后，从成功期望的角度，让

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出更加准确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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