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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认同作为影响大学生专业学习心理和专业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受到了我国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全日制本科生专业认同的状况，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8名全日制本科生

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总结出本科生专业认同的五种类型：认知主导型、情感主导型、行为主

导型、价值主导型、人际主导型。根据本科生专业认同的现状特点，从多角度出发提出相应举措，为提

升高校本科生专业认同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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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psy-
cholog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Chinese re-
search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full-time 
undergraduates. Eight full-time undergraduates were conducted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by us-
ing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d five 
types of undergraduat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gnitive dominant, emotional dominant, behavior 
dominant, value dominant and interpersonal domina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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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from multiple angle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undergraduat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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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金
则霜，2011)。近些年随着高校不断地进行扩招，本科生群体也越来越庞大，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毕业后就

业难的尴尬局面。大学是个体所经历的一个专业性较强的学业阶段，也是大学生专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他们能否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认同，直接影响着学习的投入程度，更影响着将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认同。 
专业认同是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具有认同的特点，但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安芹和贾晓明(2006)

的研究对专业认同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将学生对专业的喜好程度，专业的认可程度，从事专业对应的职

业，在专业对口的职业实现自我价值，接受职业规范，以职业作为自我的目标等方面统称为专业认同。

胡忠华(2007)对护理本科生的专业认同进行了界定，即护理本科生认同自己的专业以及未来职业身份，接

纳本专业，认可专业的价值，对本专业做出的感知和评价。他将专业认同分为专业知识、专业情感、专

业意志、专业价值观、专业技能、专业期望六个维度。也有观点认为专业认同包括对自己将会拥有或已

经拥有某一专业群体成员身份的明确认识；对所学专业，所属群体的态度和情感；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

(黄涛，2008；柳叶，2012)。王顶明和刘永存(2007)则从自我同一性的角度对专业认同的内涵进行界定，

他认为专业认同是指“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与探

究，表现为学习者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在诸多专业中将某一专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而将其

他专业视为他者，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与该专业杰出者一样的人的反应”。他将专业认同分为认知、情感

和持续三个维度。此后的研究当中，专业认同的内涵和结构维度的划分大多参考了王顶明和刘永存的研

究，或者在他们的基础上对内涵与维度适当地添加修改。 
美国心理学家 Erikson 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建立同一性与同一性混乱这一危机是青少年必

经的阶段。他认为自我同一性的标准是独特性和连续性，即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人会体验到有别于他人(周
红梅，郭永玉，2006)。而刚入学的大学生，在年龄阶段上恰好属于青年期，在认同的发展上也呈现出了

“认同对认同混乱期”的特点(秦攀博，2009)。社会认同理论代表人物 Tajfel (1970)认为社会个体可以认

识到自己是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也体验到成为这个群体成员所拥有的情感和价值(李娇，2014)。自我

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都表明了认同对个体的重要性，对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专业认

同水平较高，学生的学习目标也就越明确，能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并且能够进

行较好的职业选择。但专业认同水平较低时，可能会出现消极怠学的情况，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生长和

社会适应，还会影响学生的个人发展和职业选择。 
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又包括学校支持、

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内在因素包括兴趣爱好、个性特点和自我意识等。经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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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认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多使用问卷调查法，以量化研究为主，得到的结果并不能对专业认同进行深层

次的解释。而且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部分量化研究也缺乏科学性、认可程度较高的通用问卷或量表，

不同研究者所自编的问卷工具也参差不齐。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本科生专业认

同的特点进行研究，为大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选择提供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样本量以访谈资料不再呈现新的主题为止，即资料达到饱和为标准

(陈向明，2000)，最终在河南师范大学选取 8 名本科生(编号 A1-A8，按照受访时间顺序排列)作为本次研

究的受访者。其中男生4人(50.0%)，女生4人(50.0%)；年龄20~21 (20.50 ± 0.53)岁，独生子女2人(25.00%)，
非独生子女 6 人(75.00%)，具体信息见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专业 专业 生源地 是否独生 

A1 女 20 大三 学前教育 文科 城市 是 

A2 男 21 大三 物联网工程 工科 农村 否 

A3 女 20 大三 翻译 文科 农村 否 

A4 男 21 大三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科 农村 否 

A5 男 20 大三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科 城镇 否 

A6 女 20 大三 汉语言文学 文科 城镇 否 

A7 女 21 大三 法学 文科 城市 是 

A8 男 21 大三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科 农村 否 

2.2. 访谈内容 

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与受访者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根据研究目的及文献分析结果，列

出半结构访谈提纲。在访谈的过程中，根据参与者的回答展开追问。访谈提纲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1) 上课时能专心听讲嘛？如果不能，你认为影响因素有哪些？ 
2)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吗？ 
3) 你觉得学校对你的专业培养方面怎么样？比如教学资源，教学条件等？ 
4) 在学习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呢？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5) 你觉得怎样做才是对专业的热爱，你平时会怎样做来提高你对专业的热爱程度呢？ 
6) 你未来打算做什么呢？ 

2.3. 访谈过程 

访谈时间由主试与受访者共同商议后确定，在采访前先由受访者签订知情同意书，并在受访者同意

的情形下完成录音。访谈时间在九十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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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资料分析 

本研究是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下对受访者进行访谈的，访谈结束后立即进行了文本转录，转录过程中

隐去受访者的姓名，并对文本资料进行错别字的修改，最终获得约 6 万字的文字资料。本研究主要采用

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0，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类属分析、描述和组织提取相关的主题分析，抽象出

研究主题。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编码和分析。扎根理论是 Glaser 和 Strauss 于 60 年代创立的一种社

会科学研究法，主要目的在于对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资料进行理论分析，主要解决“为什么”、“怎么

样”等探究原因的问题。该方法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包括三个级别的编码：一级编

码(开放式登录)，将所有的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发现和建立概

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在所有已发现

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核心类属”，将分析不断集中在核心类属上(陈向明，1999)。 

3. 编码与分析过程结果 

3.1. 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 

开放式登录的主要目的是从获得的资料当中发现概念类属关系，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

和维度，在进行一级编码时，研究者要保持一种抛弃个人偏见、开放接纳被访者的态度，将收集到的资

料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 
在 Nvivo11.0 中，开放式登录的过程就是在原始资料中抽取节点，每个节点来源于一个或多个原始

资料参考点。本研究共抽取了例如课程认识、专业选择、专业设置、群体特点等 23 个节点，所有节点共

来源于 147 个参考点，具体内容见表 2 所示。 
 

Table 2. Examples of concept nodes and reference points of open coding 
表 2. 一级编码的概念节点与参考点示例 

节点 参考点 原始语句(例) 

课程认识 6 我的专业是以物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人怎么变不怎么影响到它。 

专业选择 4 虽然我不是那么喜欢小孩子，但是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就选了学前。 

专业设置 3 它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工具类的，另一类是文学发展历程。 

群体特点 4 看起来不洋气，看起来像学数学的。 

专业培养 5 对我们英专生来说，这点特别重要。 

课堂氛围 8 他的上课氛围特别轻松，所以我就挺喜欢上他的课。 

兴趣爱好 7 我个人是很喜欢我的专业的。 

班级氛围 7 离前面的同学近一些的话，这个氛围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教学设施 5 微格教室现在很高级。 

学校条件 6 硬件设施跟郑大比不了。 

学习竞争 10 对我们来说可能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寝室关系 4 他们太厉害了，我得跟他们学学。 

师资力量 6 我们的老师就是说都很好，专业水平很高，但是其实我感觉可以再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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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师生关系 8 老师一定都不严肃，他真的很亲切。 

专业难度 9 我觉得汉语言整体都挺难的，它难点不一样。 

专业能力 5 感觉自己的英语口语还不错，可能比普系的同学稍微擅长一点点。 

努力程度 6 能联系的老师我也都联系，大创就是我自己找的老师。 

问题解决 9 我个人感觉我积累很不足，所以我现在就得花好多时间补。 

成就价值 11 在学的过程中，我是很快乐的，真的好像体会到了学习什么。 

就业方向 4 先从事一点高薪职业，然后干到 30 或 35 了，就去当个初中或者是高中老师。 

薪资待遇 2 主要之前本科出去，就是工资低。 

个人发展 5 是我自己喜欢的，如果我自己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 

考研就业 13 我打算先考研，然后有能力就考博。 

3.2. 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 

关联式登录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

关联。这一环节可以进行多次选择和对比，也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形成多个层次的概念类属，如类属和亚

类属。根据类属之的关系，可以建构理论的雏形。本研究对 23 个节点进行对比和选择之后，确定了 13
个亚类属以及 5 个类属，具体内容见表 3 所示。 

 
Table 3. Axial coding and the focus of concept category 
表 3. 关联式登录与概念类属的聚焦 

节点 亚类属 类属 

课程认识、专业选择、专业设置 专业了解 
专业认知 

专业培养、群体特点 群体特征 

课堂氛围、班级氛围 学习氛围 

情感卷入 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学校条件 学校支持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 
人际关系 

寝室关系、学习竞争 同伴关系 

专业能力 技能掌握 

行为投入 努力程度 执行力 

问题解决、专业难度 困难应对 

成就价值 成就感 

成就价值 就业方向、薪资待遇 就业前景 

考研就业、个人发展 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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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 

核心式登录，又称选择式登录，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

心类属，分析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核心类属必须在与其他类属的比较中一再

被证明具有统领性，能够将最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通过对本研究中

五个类属的对比分析，将本科专业认同的特点分为五种类型，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undergraduat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图 1. 本科生专业认同特点图 

4. 研究结果 

通过对 8 名被试的访谈资料深入分析，本研究认为本科生的专业认同可以大致分为五种不同的取向：

认知主导型、情感主导型、行为主导型、价值主导型、人际主导型。 

4.1. 认知主导型 

根据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年时期人的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能力趋近成熟。随着学习

年限的增加，本科生能够更加系统的掌握本专业知识，更好的理解专业知识的内涵，熟知成为专业人才

所具备的特点，并且能够明确自己未来目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是一进入大学就特别了解自己的专业，

而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和知识的学习，才慢慢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进而慢慢认同自己的专业。如 A2：“我

刚开始对于我这个专业是没啥想法的，因为上大学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计算机，选这个专业是因为觉得发

展前景比较好。但是后来学了之后，了解了之后，觉得计算机还不错。”当然，并非所有的受访者对自

己的专业都有极高的认同感，如 A8：“我这个专业，当时选专业没啥好选的，就选了几个比较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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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滑到这个专业了，不是特别了解反正。”但从总体上看，本科生的专业认同受到认知水平的影响。 

4.2. 情感主导型 

张建育和李丹(2016)认为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在认知了解所学习的学科基础上，产生的情感上的接受和

认可，并伴随积极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适切感。在访谈的过程中，一部分同学对自己所学的专业认同中

存在强烈的情感因素，主要表现在本身就喜欢自己的专业，继而在后续的学习中，会不断地调整自己与

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以便达到最佳状态，如 A4：“高中就有了解，一开始就想造个激光炮，特别感兴

趣，但一开始国家不让报，那我就搞通信。”“我们专业读博的人不多，但我想读博，还是想研究激光

炮。” 

4.3. 行为主导型 

通过访谈得知，有些受访者表明更希望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当中，大多数的受访

者都提到了实践生活，他们认为通过实际行动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增加专业优势，能够更好的从

事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如 A5：“因为我学了数学，我发现了一些我没学数学之前根本不会留意的东西。

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数学真的是一个解题做题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学的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我们学

完数学还要学怎么应用的话，就要扯到计算机的一些东西，要把这些东西编成一个程序或者怎么样把它

给实行出来，或者是通过建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是非常受益的一个东西，我现在

可棒，不是可棒，现在对数学，感觉可棒了。”再如 A6：“本来汉语言借书率挺高的，最近大家好像更

专注于去图书馆借书，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就会去看书，然后会跟别人分享，别人看

了啥书也跟我分享。” 

4.4. 价值主导型 

有些受访者提到了自己专业的价值，并赋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专业相对应的职业符合自身价值观，

例如有些师范专业的大学生表明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崇高，自己乐于去奉献。有的是因为专业所对应的职

业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有些是因为专业对应的职业能够带来的比较乐观的薪水。总体来看都是更加注重

专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如 A3：“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如果我自己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话，我觉得我

可以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如果我能把它学好的话，我还是想成为翻译的，我感觉我对自己有这样

一个期许。” 

4.5. 人际主导型 

专业认同作为一种内部心理变量，是个体在与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的接触中，逐渐产生的认可、

接受、喜爱所学专业，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和探究的动态心理过程(王宝珠等，2018)，
其形成过程受到感知社会支持、师生互动和同伴合作等的影响。很多受访者表明因为受到教师、家人、

同伴的支持，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良好的班级人际关系、师生互动和专业学习氛围，都能够

增进本科生的专业认知和专业情感，从而产生愉快的学习情绪，促进专业认同。如 A1：“西方哲学史的

老师，她太厉害了，她能把这种东西讲明白，我感觉实在太厉害。”“我们英语老师上课的方式我还是

挺喜欢的，再加上他平常会提问的，可以连麦，那种可能参与感就比只发 PPT 强的多，所以这种课堂的

这种投入跟老师的方式的选择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也有受访者表明，因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处

理的不好，所以导致自己很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如 A7：“我跟室友的关系不好，大家都来自不一样的省

份，本来都不是很亲，因为作息的事情大家闹的很不愉快，弄得我都不想在学校呆着，老想回家，不想

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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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策建议 

专业认同水平的高低，包含了学生对专业的整体感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专业学习的效果以及

从事相关职业的意愿，已经成为影响个体乃至群体专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因素(龙宇，2016)。通过本研究

的上述探索可以得知，学生的专业认同存在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影响个体专业认同的原因也是多样而复

杂的。因此，本研究从多角度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加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通过对本科生专业认同的研究发现，很多大学生在填志愿时并不

知道自己所选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这就会导致学生进入校园之后的专业认同水平较低。在访谈

中也发现，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对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能力倾向也都不能完全了解。这是由于目前在

高中和大学之间缺乏衔接教育，所以如何选择专业就需要学生们自己摸索。中学应当将大学专业情况介

绍纳入到已有的课程体系当中，也可以请职业指导专家或者本校有经验的教师开展专题讲座。同时，学

校也要开展职业规划教育和人格测评，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改变大学教育的专业培养方式。现阶段，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前就进行了专业选择，仅有极少数高校

在本科招生时不分具体专业，按照一定方法“合并同类项”，以大类形式招生。学生进入高校一段时间

后，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原则进行专业分流。高等教育应该普及这种专业选择模式，有利于学生充分

了解各个专业，从而做出最佳选择。 
加强专业学习环境建设。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少受访者表示学校的设施和师资力量会影响自己对专

业的喜欢。研究表明，学习条件与师资队伍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和专业投入，进而影

响到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因此，高校应当完善软件和硬件设施，加强专业师资力量，给学生提供更好

的学习条件。另外，高校还要创造多样的实习和实践机会，让学生真正学有所用。 
加强职业指导教育和专业适应教育。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大学生对专业领域的认同主要是充分考虑

到了学科的未来价值和职业发展前景。但刚刚步入高校的学子对职业前景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

高校也需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教学，以帮助学生认识具体专业的前景，并指导学生通过认识自身特征，

合理做出科学的职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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