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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Qinghua Middle School in grade one to thre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ocational interest featur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using Holland’s voca-
tional interest scale, and further discusses grade differences in crossing method, and time differ-
ences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9 in longitudinal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d: 1)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ocational of interest trend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based on 
grade differences.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choose type “C” is the lowest one in all three 
grades. 2)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ocational of interest trends except of 
type “C” among one group based on time differences. Time differences of the male on type “C” and 
type “S” are significant; time differences of the female on all types are n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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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重庆市清华中学校高2018级、2019级、2020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探讨了

高中生职业兴趣特点，并横向对比了三个年级，以及纵向比较了2019级在高一、高二的时间发展差异。

结果表明：1) 以年级差异划分的不同群体职业兴趣倾向分布有差异；选择常规型的人数百分比在三个年

级均排在最后一位。2) 以时间发展划分的同一群体职业兴趣倾向总体分布除常规型外没有差异；在男生

中，常规型和社会型的时间差异显著；在女生中，各个类型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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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高中生的职业探索，以内部探索来划分，包括兴趣探索、能力探索、价值观探索、性格探索四个方

面，各自对应了相关的生涯教育理论。霍兰德的类型论是特质因素论的一种，以职业兴趣倾向为研究内

容，重视个人心理特质与职业因素的匹配。 
国内对于职业兴趣倾向的研究常以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Self-Directed Serach, SDS)为工具，该量表把

人格分为 6 种类型：艺术型、常规型、企业型、研究型、实际型、社会型，分别简称：A、C、E、I、R、
S(以下结果分析的图表均用代码表示，讨论部分则以中文表示)。得分最高的三个类型依次排序即霍兰德

代码(Holland code)，如“CES”，此种指标能代表个体的职业兴趣偏好，代码对应了相应的职业及大学

专业，并有数据库支持，方便个体与群体的职业适应、发展、匹配之用。 
根据龙海舟，霍颢(2017)对比国内其他高中生的职业兴趣倾向分布调查表明，分布特点受地域、学校

性质、年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某一群体的分布特点很难直接应用到另一群体。例如，对比李逢玉(2005)
和龙海舟，霍颢(2017)对重庆地区高中生的调查，两研究的结果有差异，前者调查得出艺术型得分最低，

而后者艺术型得分最高。这些调查表明，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可能仅局限于所代表的那所学校，或仅仅是

所代表的那个年级，甚至随着时间的发展，仅代表当时所抽样的样本本身，而难以推论到更大的群体——
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使得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受到了限制。 

基于上述问题，研究在龙海舟，霍颢(2017)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仍以重庆市清华中学为例，探讨横向

比较中，以年级划分的不同群体，是否分布特点有差异；纵向比较中，以时间发展划分的同一群体，是

否分布特点有差异。进一步，综合横纵向调查结果，探讨群体分布特点的应用性。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针对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2019 级(2019 年毕业，下同)全体学生于 2017 年即高一下学

期文理科分班后，以及 2018 年即高二下学期，以班为单位，统一在计算机教室分别进行第一次、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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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2019 级，第一次测试，共 958 人，剔除无效数据两人，共计 956 份有效数据，男生 393 人，女生

563 人；第二次测试，共 938 人，剔除无效数据两人，共计 936 份有效数据，男生 386 人、女生 550 人。

第二次测试因艺考、转学、退学、伤病缺席等原因，缺少了 20 人参与测试。 
采用分层抽样，按文理科班级比例抽样，对 2020 级、2018 级部分学生，以班为单位，统一在计算

机教室进行测试。该两个年级测试时间节点与高 2019 级第二次测试一致。2020 级剔除无效数据 3 份，

共计 411 份有效数据，男生 151 人、女生 260 人；高 2018 级剔除无效数据 5 份，共计 208 份有效数据，

男生 84 人、女生 124 人。 

2.2. 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为霍兰德理论基础上修订的职业兴趣量表(Long, 2000)，共 3 部分。第 1 部分为职业对应活

动的兴趣程度；第 2 部分为对职业的喜欢程度；第 3 部分为职业相适应的特质的符合度。共 6 种职业兴

趣类型，每一种类型总分范围是 0~80 分。6 种类型 R、I、A、S、E、C 的信度分别为：0.847、0.848、
0.885、0.836、0.837、0.831，总量表的 α系数为 0.949。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不同群体在同一时间的横向比较 

为了解分布特点，分年级统计各个职业类型在霍兰德代码中出现的百分数 1，结果如图 1 所示。 
如图 1 所示，总体而言，除常规型在三个年级的百分比排序均为末尾以外，各年级的类型排序均有

差异，具体如下： 
1) 高一(2020 级)：实际型 > 艺术型 > 研究型 > 社会型 > 企业型 > 常规型 
(18.99% > 17.46% > 16.80% > 16.58% > 16.04% > 14.13%; N = 1833)。 
2) 高二(2019 级)：艺术型 > 社会型 > 研究型 > 实际型 > 企业型 > 常规型 
(24.54% > 20.48% > 15.46% > 14.92% > 14.85% > 9.76%; N = 2808)。 
3) 高三(2018 级)：实际型 > 企业型 > 社会型 > 研究型 = 艺术型 > 常规型。 
(18.00% > 17.79% > 17.05% > 16.00% > 16.00% > 15.16%; N = 950)。 

3.2. 同一群体在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 

为进一步探讨时间对职业兴趣倾向的影响，对该校 2019 级全体学生在高一和高二年级，相隔 11 个

月时间分别进行测试，得出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总体上，除常规型的时间差异显著，其余各职业兴趣类型的时间差异均不显著。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男生中，艺术型、企业型、研究型、实际型的时间差异均不显著；常规型的时

间差异极其显著；社会型的时间差异显著。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女生中，各职业兴趣倾向类型的时间差异均不显著。 

4. 讨论 

4.1. 不同年级的横向比较 

根据龙海舟，霍颢(2017)对比其他研究表明，高中生职业兴趣倾向类型分布，受到性别、文理科、地

域、学校性质、文化因素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分布非常不稳定。本研究针对同一学校对比三个年级的 

 

 

1 由于霍兰德码(得分前三位)相比最高得分代码或其他统计方式更具有应用价值，可直接使用其匹配专业及就业等学职信息，故统

计各年级各职业兴趣类型在霍兰德码中出现的次数并折合百分比。一块直方的百分比 = 该年级该类型代码出现在霍兰德码中的次

数/该年级 6 个类型代码分别出现在霍兰德码的次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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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排除文化、地域等因素，发现三个年级的职业兴趣类型分布仍然不稳定。从各年级排序分布来看，

仅常规型在所有年级百分比分布具有排序的一致性，均排在各年级的末尾。 

4.2. 同一群体时间发展的纵向比较 

从表 1 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总体而言，该群体学生的职业兴趣倾向仅常规型

一项有变化，且具体表现在男生群体中，这说明，总体而言，职业兴趣在高一到高二年龄段发展具有稳

定性。 
从表 2、表 3 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分了性别之后，男生的职业兴趣倾向发展有局部的变化，

而女生保持稳定。具体而言，男生对常规型的兴趣和对社会型的兴趣有明显的增加，学校可为男生提供 
 

 
Figur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6 types of vocational interest in Hollander code between three groups  
图 1. 在三个组别间六种职业兴趣类型上霍兰德码中出现的频数分布 
 
Table 1.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ith time differences of all members 
表 1. 在总体上，时间差异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职业兴趣类型 变异来源 N M SD T 值 P 值 

A 高一 956 50.15 7.54 −0.929 0.353 

 高二 936 50.47 7.47   

C 高一 956 44.22 5.59 −2.209 0.027 

 高二 936 44.79 5.72   

E 高一 956 46.22 6.24 −0.227 0.821 

 高二 936 46.28 6.14   

I 高一 956 46.76 6.47 −0.69 0.490 

 高二 936 46.96 6.53   

R 高一 956 46.45 6.96 −0.618 0.537 

 高二 936 46.65 7.19   

S 高一 956 48.18 5.84 −1.631 0.103 

 高二 936 48.61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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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ith time differences of the male 
表 2. 在男生中，时间差异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职业兴趣类型 变异来源 N M SD T 值 P 值 

A 高一 393 46.82 6.92 −1.570 0.117 

 高二 386 47.63 7.39   

C 高一 393 42.87 5.50 −3.139 0.002 

 高二 386 44.16 6.01   

E 高一 393 46.39 6.01 −1.065 0.287 

 高二 386 46.86 6.33   

I 高一 393 48.76 6.36 −0.363 0.717 

 高二 386 48.93 6.86   

R 高一 393 49.80 6.55 0.468 0.640 

 高二 386 49.56 7.53   

S 高一 393 46.15 5.89 −2.275 0.023 

 高二 386 47.14 6.28   

 
Table 3.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ith time differences of the female 
表 3. 在女生中，时间差异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职业兴趣类型 变异来源 N M SD T 值 P 值 

A 高一 563 52.47 7.07 0.017 0.986 

 高二 550 52.46 6.86   

C 高一 563 45.16 5.46 −0.223 0.824 

 高二 550 45.23 5.46   

E 高一 563 46.10 6.40 0.596 0.551 

 高二 550 45.88 5.98   

I 高一 563 45.36 6.17 −0.615 0.539 

 高二 550 45.58 5.92   

R 高一 563 44.11 6.25 −1.331 0.184 

 高二 550 44.61 6.17   

S 高一 563 49.59 5.37 −0.145 0.885 

 高二 550 49.63 4.93   

 

更多的这两方面的兴趣探索机会，如引导男生竞选班委参与到班级常规工作的管理，提供更多的人际互

动活动等。男女生的结果对比，说明女生的职业兴趣更早趋于稳定。女生的职业兴趣倾向在高中以前就

已经稳定，因此，对于职业兴趣的教育，需从高中之前就开始。由于“新高考”在 2020 年将在全国全面

实施，选科规则 2 的变化，直接促使学校需推行生涯教育，从学生的学科兴趣、学科能力、职业兴趣等

多方面来引导学生选择高考科目。而从浙江、上海的先行经验来看，以职业兴趣切入进行选科选考教育

从高中才开始开展。而该校所处重庆地区，新高考即将实施，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给该校今后的生涯教

 

 

2大部分省市将实行语数外 3 科必考，政史地理化生 6 科学生自行选 3 科考试，小部分省市会加入通用技术一门进入选考科目。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9166


霍颢，龙海舟 
 

 

DOI: 10.12677/ap.2018.89166 1429 心理学进展 
 

育以下建议： 
1) 使用职业兴趣倾向引导选科，女生的测试结果在高一开始就可以被直接使用；男生的结果还有时

间发展的变化，需谨慎使用； 
2) 职业兴趣倾向的发展，对于女生而言，需在高中以前就开始；对于男生而言，在高中阶段，仍可

引导其改变。 

4.3. 横纵向比较 

李娜(2013)的研究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常规型的人数会逐渐上升，本研究的结果与之有相似之处。

在 6 种类型中，常规型在所有年级百分比分布中均排在末尾；在纵向比较当中，从表 2 可以看出，高 2019
级的男生，高二较之高一，对常规型的兴趣明显增加。 

综合横向和纵向比较的结果，同一学校不同群体在不同年级的职业兴趣分布非常不稳定，同一个群

体不同年级的分布稳定。从年级差异的不稳定性可以推测，不能用一个年级的分布特点代表该学校的学

生兴趣发展的年级特征，具体而言，高 2019 级学生在该年级的职业兴趣分布特点不能概括 2018 级和 2020
级入学年份学生在同一年级时的分布特点——年级差异的背后可能是当年招生政策、学籍政策等其他因

素影响着该群体的职业兴趣分布，这也部分回答了龙海舟，霍颢(2017)提出的问题“以上分布特点是否是

该校学生兴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结果表明，还没有发现职业兴趣发展特点在同一学校、不同群体的年级一致性，要了解某一年级学

生的职业兴趣分布特点，只要对象不同，都需要进行调查。 
由此，可以给出该校今后的生涯教育建议：总体而言，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职业兴趣分布较为稳定，

一次测试基本能够概括同一个群体两年的职业兴趣分布特点，无需进行二次测试；但不可将该群体的年

级特征用于其他群体在该年级的特点。 

5. 结论 

1) 以年级差异划分的不同群体职业兴趣倾向分布有差异；选择常规型的人数百分比在三个年级均排

在最后一位。 
2) 以时间发展划分的同一群体职业兴趣倾向总体分布除常规型外没有差异；在男生中，常规型和社

会型的时间差异显著；在女生中，各个类型均不显著。 

6. 展望 

职业兴趣倾向在高中阶段，可用于学生选科，同时也可用于专业选择，由于该纵向研究的群体还未

升入高三，缺少高三数据，所以无法对专业选择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同时，该纵向研究使用的统计

方法为独立样本进行比较，未采用配对样本，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好样本管理，采用更恰当的统计方法，

可进一步探讨该群体职业兴趣倾向的纵向发展。今后的研究将会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继续追踪该群体

的职业兴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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