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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现状及其相关因素，验证生涯适应力的性别角色“双性化模型”，探究

基于生涯适应力六维理论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的干预效果。方法：1119名大学生参与问卷

调查，34名大学生参与干预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7名，实验组开展8次团体干预，对照组不干预。

结果：不同性别在生涯适应力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性别角色类型在生涯适应力总体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双性化类型被试的生涯适应力总分显著高于其余所有类型被试得分；干预后，实验

组后测的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对照组前测后测无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前后测生涯适应力总分差量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量。结论：影响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是性别角色，而不是性别，且双性化类型大学生的生涯

适应力水平最高；基于生涯适应力六维理论的团体辅导能够提高非双性化类型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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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adap-
tability, verify the gender role “androgynous model” of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explore the inter-
vention effect of group counseling based on the six-dimensional theory of career adaptability o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adaptability. Methods: 1119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34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vention study, with 17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7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ducted 8 
group intervention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exes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career adaptation,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 role types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career adaptation,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androgynous typ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ll other types of subjects. Af-
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post-te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re-test,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differ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post-test career adaptabil-
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It is gender role, not sex, 
that affects the career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ndrogynous 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career adaptability. Group counseling based on the six-dimensional theory of career 
adaptability can improve the career adaptability of non-androgynous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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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学学校扩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导致高校大学生的求职和就业人数的急剧增

加。大学生择业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张孟，2020)。为促进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提出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的总要求，其中，就业问题被列为首位(宋才发，2020)。
大学生的生涯发展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知识经济时代中混乱、难以预测的市场环境和趋于网络

化、无边界化的组织结构等都将导致个体生涯由可预测的、稳定的线性模式走向难以预测、不稳定的多

元模式(姚玲玉，2018)。生涯适应力成为个体应对生涯发展中的各种角色、环境、成功的关键能力(赵小

云，郭成，2010)。 
Super 和 Knasel (1981)最早提出生涯适应力的概念，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在行为上的表现，能以积

极与弹性的态度来适应环境，以达成和谐。Pratzner 和 Ashley (1985)认为生涯适应力是适应工作需求，改

变工作以能够满足个人需要的能力，个人根据条件变化，改变条件以应对变化。Goodman (1994)则将其

界定为“人们在不同生涯阶段间成功转换或在他们工作与其自身环境中寻求平衡”。Savickas (1997)基于

Super 的生活广度–生活空间的这一构建，视它为整合个体各种生涯角色的核心能力，即“个体对于可预

测的生涯任务、所参与的生涯角色，与面对生涯改变或生涯情境中不可预测之生涯问题的准备程度”。

Rottinghaus，Day和Borgen (2005)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对不确定事件生涯规划的调整。Savickas和Porf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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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在职业生涯中应对任务、问题、转折、环境互动所需要的心理资源，是个体

在生涯任务、生涯转型时的心理社会建构。国内研究者赵小云和郭成(2010)在 Savickas 的基础上提出生

涯适应力是在不同阶段生涯角色发生变化时，个体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马逸伦(2012)认为个体在面临的

生涯角色、环境变化时的协调能力。张夕汉(2014)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个体对未来生涯或者

转变的关注、自信、好奇、控制力。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将生涯适应力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

生涯适应力是一种可以发展的能力，藉由生涯困境或危机来彰显；二是一种帮助个体提高和进步的能力；

三是强调个体与环境互动性。 
Spence (1984)提出，性别角色是指社会普遍类型的男性和女性所应该具有的性格、态度、价值观念

和行为。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关于性别角色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模式大体可概括为四种观点：“一

致性模型”、“单性化模型”和“双性化模型”。“一致性模型”代表 Terman 和 Miles (1936)通过调查，

提出具有与自身生理性别相一致的性别角色特征的人具有最高的社会适应水平。“单性化模型”包括“男

性化模型”和“女性化模型”，即无论生理性别如何，男(女)性化特质才是决定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崔

红和王登峰(2005)关于性别角色类型与心理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显示，女性化个体和男性化个体的适应水

平要高于双性化的个体。“双性化模型”的代表人物 Bem (1974)编制了第一个测量双性化的量表——贝

姆性别角色问卷(BSRI)，并通过研究发现双性化个体适应能力强，能在各种情景中取得成功，她充分看

到了双性化的价值，认为双性化特质将成为心理健康的标准。我国梅晓菁(2007)、金辉(2008)、王中会，

王晶(2013)、卞国玉(2011)和孙啸晨(2014)等人关于性别角色与适应关系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生

涯适应力是社会适应在职业生涯方面的具体表现。性别一向是个体生涯发展领域探讨的重要因素，但

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至今仍无定论，存在较大的分歧。王元元等(2019)研究发现，真正

影响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是性别角色，而不是性别；但女性化特质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即相比男性学生，女性学生的女性化特质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更明显。总之，目前“双性化模型”受

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国内对其在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严重不足，需要实证研究填充该领域的空

白。 
Savickas 认为，生涯适应力作为一种心理资源是可进行干预的，运用自我叙事来实现，帮助个体认

识自我、克服困难、激励自己，挖掘潜能，还可用准试验法对生涯适应力干预进行定量分析(关翩翩，李

敏，2015)。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以 Savickas 理论为依据制定职业生涯团体辅导、生涯规划课程、生涯建构

咨询、内观疗法等技术对生涯适应力实施干预(罗兰，龚放华，2019；王欢欢，2018；林晖芸，2016；陈

皓，2013；刘薇薇，2016；周颖，2017)。其中，团体心理辅导是提高大学生生涯适应力水平最常用且有

效的干预方法，具有场地灵活，形式多样，氛围轻松，沟通方便，注重参与体验，便于成员互动，内容

易接受，实操性较强的特点。我国心理学者赵小云(2011)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适合中国大学生的生涯

适应力结构模型，在 Savickas (2005)理论模型基础之上，新增两个维度，一是生涯调适即弹性回应生涯

发展的困境与障碍，主动自我调适、积极采取行动从而解决问题并强化正向情绪体验；二是生涯人际即

拥有丰富的人脉，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合理解决人际交往问题。此结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衡量维

度较全面。然而，现今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群体生涯适应力的干预多以 Savickas 的生涯适应力四维理

论为主要依据，缺乏对中国大学生的针对性。 
综上，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检验性别角色“双性化模型”在职业生涯

领域的适用性，以赵小云(2011)的生涯适应力六维理论为主要依据，制定适合中国大学生的团体辅导

方案，对生涯适应力进行干预，并检验其干预效果，以期为提高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提供合理可靠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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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首先采取问卷法随机抽样调查，抽取全国大学生被试 1119 名，总计发放问卷 1314 份，剔除

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19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5.16%。 
在重庆某高校进行“生涯探索团体心理辅导”的公开招募，共招募到大学生 68 人。通过大学生性别

角色量表(SCRI-50)、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CSCAQ)、面对面访谈对被试进行筛查，排除条件为满足下

述任意一项：1)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SCRI-50)筛查结果显示为双性化者；2) 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

(CSCAQ)筛查结果显示为生涯适应力较高者；3) 具有重度抑郁、双相情感障碍及其他重度精神病性问题；

4) 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5) 正在进行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者；6) 不愿意参加本研究者或者不能保证四

周连续参加本团体者。最终有 34 名大一年级学生符合入组条件，本研究按 1:1 的比例将被随机分配到干

预组和对照组。 

2.2. 研究工具 

2.2.1. 性别角色量表 
刘电芝，黄会欣，贾凤芹，龚茜，黄颀，李霞(2011)编制的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SCRI-50)。该量表

共 50 道题，由三个分量表组成，采用 Likert7 级计分法。本研究中 CFA 表明 χ2/df = 5.016，CFI = 0.885，
RMSEA = 0.06，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1，男性化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7、女性化分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1。 

2.2.2. 生涯适应力量表 
赵小云，谭顶良，郭成(2015)编订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CSCAQ)。分为 6 个维度，共 35 题。维

度分别是：生涯关注、生涯好奇、生涯控制、生涯自信、生涯人际和生涯调适。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

本研究中 CFA 表明 χ2/df = 2.979，CFI = 0.932，RMSEA = 0.042，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1。 

2.3. 干预实验设计 

采用 2 (干预组/对照组) × 2 (前测/后测)设计。其中组别(干预组/对照组)为被试间变量，测试时间点(前
测/后测)为被试内变量。干预组共 17 人，参与每周 2 次，每次 120 分钟，为期 4 周，总计 8 次的团体心

理辅导干预；对照组共 17 人，不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干预。两组被试分别于干预开始前、干预结束当天填

写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SCRI-50)、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CSCAQ)。干预者为有 5 年以上心理学专业学

习经验和心理咨询经验的心理学在读研究生。 

2.4. 干预方案设计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和发展特殊性，结合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现实需求，根

据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现状，围绕赵小云(2011)生涯适应力六维模型，参考樊富珉(2015)的生涯规划

团体辅导规划方案，设计了八次生涯团辅方案。其中第一、二单元活动目的指向生涯人际，帮助学生提

高与他人有效沟通、互敬互爱、互助合作的能力。第三单元活动目的指向生涯自信，帮助学生提高对自

身能力的认识，激活自身潜能。第四单元活动目的指向生涯好奇，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提

高理性择业能力。第五、六单元活动指向生涯关注，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了解自己

的职业偏好。第七单元指向生涯调适，帮助学生提高时间管理能力，调节生活节奏。第八单元指向生涯

控制，帮助学生对未来生涯发展进行初步规划，把握生涯建构的主动权。具体安排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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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表 1. 团体辅导方案 

生涯适应

力维度 单元 主题 目标 内容 

生涯人际 一 很高兴认识你 
介绍团体的目标和活动方式；建立团

队；让成员相识；让团员谈谈对活动的

期望；拟定团体规范；签订团体契约 

1. 刮大风 
2. 你好，伙伴 
3. 介绍自己的伙伴 
4. 连环自我介绍 
5. 2021 年的“三个最” 
6. 讨论团体契约 
7.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人际 二 给十年后的我 协助成员彼此建立信任；对生涯有初步

的认识，了解理想、专业与生涯的关联 

1. 复习团体契约 
2. 何谓生涯 
3. 生涯幻游 
4. 十年后的生活 
5.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自信 三 我真的很不错 
协助成员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以及

兴趣、能力与职业、休闲以及个人发展

的关系 

1. 我和你一样 
2. 漫游霍兰德岛 
3. 自我生涯状态和能力评估 
4.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好奇 四 最重要的小事 帮助成员了解生涯规划的影响因素，澄

清个人的工作价值观 

1. 核对测验结果 
2. 为何工作 
3. 价值拍卖会 
4. 价值观探索 
5.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关注 五 我们都一样 
帮助成员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与前

景，促进成员之间加强关于专业、职业

的交流 

1. 访谈分享 
2. 我的专业谁选择 
3.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关注 六 最初的梦想 让成员初步探索工作的世界，了解自己

的职业偏好 

1. 我所熟悉的职业 
2. 我想从事的职业 
3. 工作选择衡量表 
4.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调适 七 人生有限公司 协助成员更高效地掌握及运用时间，在

学习与生涯规划上掌握主动 

1. 管理时间调查 
2. 时间流水账 
3. 时间馅饼 
4. 总结及布置作业 

生涯控制 八 路一直都在 

协助成员对未来生涯发展进行初步规

划，总结在团体中的所学所获，处理团

体辅导结束的情绪，鼓励成员从此踏上

自觉主动的生涯探索之路 

1. 大学生活拼图 
2. 生涯初步规划表 
3. 结束与总结 

2.5.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5.0 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方法，将研究中 3 个问卷的全部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不旋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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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共有 11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8.935% (小于 40%)，说明本次研究

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差异分析 

3.2.1. 性别差异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对男性、女性的生涯适应力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男性化特质均分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p < 0.01)，但在 4 个子维度中的理性(p > 0.05)、大度(p > 

0.05)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女性化特质均分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p < 0.01)，但在 3 个子维度中的同理心(p > 0.05)、勤俭心

细(p > 0.05)维度上，男女两性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生涯适应力均分上，男女两性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但在 6 个子维度中的生涯控制维

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p < 0.01)； 
 
Table 2.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ex types 
表 2. 性别差异分析 

维度 男性(n = 547) 
M ± SD 

女性(n = 572) 
M ± SD t 

男性化特质 5.669 ± 0.731 5.393 ± 0.750 6.225** 

领导力 5.549 ± 0.969 5.307 ± 1.106 3.892** 

男子气 5.603 ± 0.858 4.999 ± 0.953 11.129** 

理性 5.761 ± 0.757 5.694 ± 0.767 1.467 

大度 5.817 ± 0.774 5.765 ± 0.765 1.13 

女性化特质 5.498 ± 0.632 5.752 ± 0.676 −6.479** 

同理心 5.920 ± 0.666 5.994 ± 0.604 −1.936 

女子气 4.882 ± 0.947 5.499 ± 0.954 −10.847** 

勤俭心细 5.747 ± 0.814 5.695 ± 0.943 0.972 

生涯适应力 3.932 ± 0.449 3.934 ± 0.475 0.093 

生涯人际 4.168 ± 0.512 4.13 ± 0.550 −1.183 

生涯关注 4.168 ± 0.489 4.146 ± 0.521 −0.745 

生涯自信 4.116 ± 0.534 4.09 ± 0.566 −0.782 

生涯好奇 4.135 ± 0.578 4.103 ± 0.613 −0.892 

生涯调适 4.107 ± 0.521 4.1 ± 0.497 −0.221 

生涯控制 2.690 ± 0.955 2.857 ± 0.947 2.943** 

注：**p < 0.01 (双尾)，下同。 

3.2.2. 性别角色类型差异分析 
1) 双性化与一致性 
以生涯适应力为因变量，以双性化、一致性、不一致性、未分化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为自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生涯适应力得分上，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 = 151.818, p < 0.01)，且按照双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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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不一致性、未分化降序排列，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双性化类型的生涯适应力得分显著

高于一致性(MD = 0.195, p < 0.01)、不一致性(MD = 0.206, p < 0.01)与未分化(MD = 0.577, p < 0.01)的被试。 
这说明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生涯适应力得分上有差异。且在生涯适应力方面，双性化被试得分高其

他类型被试。该结果部分验证了双性化模型。 
 
Table 3.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gender role types (androgynous and congruent) 
表 3. 性别角色类型差异分析(双性化与一致性) 

维度 双性化型(n = 421) 
M ± SD 

一致型(n = 245) 
M ± SD 

不一致型(n = 59) 
M ± SD 

未分化型(n = 394) 
M ± SD F 

生涯适应力 4.190 ± 0.363 3.995 ± 0.400 3.983 ± 0.417 3.613 ± 0.407 151.818** 
 

2) 双性化与单性化 
以生涯适应力为因变量，以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为自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生涯适应力得分上，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 = 158.695, p < 0.01)，且按照双性化、

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降序排列，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四种类型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双性化类型的生涯适应力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化(MD = 0.118, p < 0.01)、女性化(MD = 0.289, p < 0.01)与未分

化(MD = 0.577, p < 0.01)的被试。 
这说明不同性别角色类型在生涯适应力得分上有差异。且在生涯适应力方面，双性化被试得分高于

其他类型被试。该结果验证了双性化模型。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gender role types (androgynous and monogynous) 
表 4. 性别角色类型差异分析(双性化与单性化) 

维度 双性化型(n = 421) 
M ± SD 

男性化型(n = 164) 
M ± SD 

女性化型(n = 140) 
M ± SD 

未分化型(n = 394) 
M ± SD F 

生涯适应力 4.190 ± 0.363 4.072 ± 0.370 3.900 ± 0.421 3.613 ± 0.407 158.695** 

3.3. 干预分析 

3.3.1. 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同质性检验 
干预前，先对实验组、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前测，运用 SPSS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团体辅导前，实验组、对照组在生涯适应力均分(p > 0.05)无显著差异，因此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研究。 
 
Table 5. Pre-test homogeneity test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5. 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同质性检验 

维度 实验组(n = 17) 
M ± SD 

对照组(n = 17) 
M ± SD t p 

生涯适应力均分 3.303 ± 0.513 3.447 ± 0.331 −1.045 0.304 

3.3.2. 对照组前后测差异比较 
干预后，运用 SPSS 软件对对照组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对照组在生

涯适应力均分上，后测得分与前测得分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未参加团辅干预的对照组成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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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适应力水平变化不显著。 
 
Table 6. Comparis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ol group 
表 6. 对照组前后测差异比较 

维度 前测(n = 17) 
M ± SD 

后测(n = 17) 
M ± SD t p 

生涯适应力均分 3.457 ± 0.331 3.462 ± 0.406 −0.087 0.932 

3.3.3. 实验组前后测差异比较 
干预后，运用 SPSS 软件对实验组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实验组在生

涯适应力均分上，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t = −2.932, p < 0.05)。这说明参加了团辅干预的实验组成员

生涯适应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Table 7. Compariso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表 7. 实验组前后测差异比较 

维度 前测(n = 17) 
M ± SD 

后测(n = 17) 
M ± SD t p 

生涯适应力均分 3.303 ± 0.513 3.550 ± 0.466 −2.932 0.010 

3.3.4.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差量差异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对实验组、对照组的前后测数据差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在生

涯适应力均分差值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t = 2.364, p < 0.05)。这说明该团辅方案有助于成员生涯适

应力的提高。 
 
Table 8.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among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8.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差量差异分析 

维度 实验组(n = 17) 
M ± SD 

对照组(n = 17) 
M ± SD t p 

生涯适应力均分差值 0.247 ± 0.347 0.005 ± 0.240 2.364 0.024 

4. 讨论 

4.1. 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和性别角色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男性、女性在生涯适应力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陈妮莎，

2021；陈皓，2013)。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正逐步摆脱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性

别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女性逐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女性和男性受到同等的学校

教育，他们同样关注自己未来的生涯发展并积极进行生涯探索，这使得他们在生涯适应力上不存在差异。 
不同的性别角色类型在生涯适应力总体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双性化类型被试的生涯适应力总分

显著高于包括男性化类型、女性化类型、一致性类型在内的其余所有类型被试得分。该结果支持了“双

性化模型”，即同时具备两种性别特质的个体社会适应能力最强(Bem, 1974; 余小芳，2004；梅晓菁，2007；
杜欣，2015；王中会，王晶，2013)。这表明，相比较生理性别而言，社会性别对生涯适应力上的影响更

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一致性模型”、“单性化模型”不再具有优势，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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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两种性别特质的个体能依据环境的不同，表现出相对应的优势性别特质，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

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挑战。这说明了双性化教育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需要给予非双性化大学生更多的辅

导关注，从而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 

4.2. 生涯团体辅导对生涯适应力的干预效果 

干预后，实验组后测的得分高于前测，然而，对照组前测后测却无显著性差异，另外，实验组和对

照组前后测的差量差异结果表明，生涯适应力总分具有显著性差异，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说明生涯适

应力团体辅导具有即时效果，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吴填，王笃强，2020；侯春娜，王亚楠，2020；
王欢欢，2018)。本研究证明，生涯团体辅导是提高生涯适应力水平的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团体心理辅

导强调亲身体验、互动表达、相互影响，感染力强，大学生正处于生涯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对

他们进行适当职业生涯团体辅导，有利于学生进行职业选择更好地实现生涯发展。 
本研究验证了生涯适应力的“双性化模型”，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空白。根据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生

涯适应力六维理论制定团体心理辅导方案，通过干预有效提升了非双性化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验证了

团体辅导的干预效果，为生涯适应力六维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也为生涯团体辅导的应用提供实践

经验。然而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乏访谈等质性分析导致无法获得学生直观感受的探究，实

验研究结果的可持续性有待检验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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