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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考察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因素，解释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与职业

成熟度之间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可正向预测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同时，

领悟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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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primarily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maturit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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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ing the role of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social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areer matur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social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col-
lege students’ career maturity. At the same time,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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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成熟度”这一概念由美国职业指导家 Super (1955a, 1955b)提出，是职业发展理论的核心。它

是指个体掌握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职业发展目标的程度，是评价个体职业心理和行为总体发展水

平的指标。大学生大都没有真正就业，尚处于对未来职业的探索期，因此，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相对于成

人，应具有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大学生职业发展任务以职业探索为主，对自己的需求、能力和兴趣

形成初步定位，通过实践活动了解职业相关信息，并在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以合适的态度确

定自己适合的职业，且为进入该职业领域而努力。据上，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是指个体完成上述职业发展

任务的程度，包括职业选择与发展的知识、能力和态度三个成分(刘红霞，2020)。职业成熟度可衡量在校

大学生进入职场后能否快速适应职场，获得职业成功。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在校大学生，在毕业后更能够

根据现实情况并结合自身的兴趣及能力选择合适的职业，从而帮助自己获得职业成功和职业满足。另一

方面，在互联网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已进入“移动新媒体时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3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数量为 10.67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手机网民规模达 10.65 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9.8%。20~49 岁网

民占比为 50.5%。此外，人均每周上网时长(指过去半年内，网民一周七天平均每天上网的小时数 × 7 天)
为 26.7 个小时。综合以上数据，移动新媒体网络人际交往已成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是当代高

校大学生日常交往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未来就业等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由上，对大

学生移动网络社交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郭英等(2016)明确把移动社交网络界定为：人们使用移动

终端设备，通过相应的应用程序在人群中分享兴趣、爱好、状态和活动等信息的在线交流平台。良好的

人际交往会让个体感受到获得更多的外在支持，即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会随着人际交往水平的提升而提

升。本研究拟探讨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机制，并考察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

的中介作用，增强大学生对就业的心理接纳程度，充分做好准备，引导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当今就业竞争

激烈的社会环境，成功并稳定就业。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广东区域(含深圳)两所大学以网络问卷星的形式，随机抽取大学生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315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许婷 
 

 

DOI: 10.12677/ap.2024.143157 267 心理学进展 
 

650 人，回收有效电子问卷 612 份，其中，男生 317 人，女生 295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量表 
本研究采用郭英等(2016)编制的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问卷，共有 17 个题目，包含三个因子：

移动社交网络信息沟通、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移动社交网络自我表露 3 个因子。采用 Likert-5 点计分，

从 1 表示“非常不符合”到 5 表示“非常符合”，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移动

社交网络人际交往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9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职业成熟度测量表 
本研究采用张智勇等(2006)修订的《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包含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

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职业参照六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5 评分法，每个项目分为“非常不符

合、比较不符合、难以确定、有些符合、非常符合”5 种选项，分数越高，个体职业成熟度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9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3. 领悟社会支持测量表 
本研究采用姜乾金(200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本量表共 12 项，分为家庭支持(3、4、8、11)、朋

友支持(6、7、9、12)及其他支持(1、2、5、10)三个维度，每个维度有 4 个项目。量表采用 Likert-7 点计

分法，分数越高，个体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96，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通过网络电子问卷收集数据，采用 SPSS26.0 和 AMOS26.0 对数据进行分析，通过 SPSS26.0 软件

PROCESS 插件的 Bootstrap 方法评估中介效应，并使用 AMOS26.0 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验证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在未旋

转时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27 个，解释了 67.26%的变异，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6.55%，

远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数据分析结果 

3.2.1. 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1. 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 1   

2. 领悟社会支持 0.25** 1  

3. 职业成熟度 0.42** 0.43** 0.43** 
*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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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回归分析 
采用 Mplus8.0，控制性别和专业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

好：χ2 = 174.586，df = 69，RMSEA = 0.050，CFI = 0.977，TLI = 0.970，SRMR = 0.026。 
为检验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并通过 5000 次模拟样本抽样估计

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结果如图 1 所示，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β = 
0.21, p < 0.001)和职业成熟度(β = 0.29, p < 0.001)；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β = 0.27, p 
< 0.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 0.06，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10]。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
bile social net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areer maturity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在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与职业成熟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4. 讨论与结论 

4.1. 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与职业成熟度显著正相关，且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 
谭金凤，郑雪艳(2019)指出，个人从事无论何种职业都要与他们的自我概念相符合，在职业选择中，

自我概念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据此，大学生在人际互动中，通过对自我概念的进一步确认，转换，相

应的在职业探索中逐渐了解自我适合哪些职业，是否具备从事某一职业的重要特征，并决定主动采取措

施去探索、实践，形成了自我的职业偏好，从而确认了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最终使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

得以提升。同时，及时获取外界(包括家人与朋友)反馈，会让大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外在支持，为未来走入

社会提供更多的底气。因此，通过充分的信息收集、有效的外部支持和自我自信心的提升，大学生对未

来的职业选择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对职业的规划与执行能力会更强，从而最终提升了自身的职业成熟度

水平。 

4.2. 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会正向预测领悟社会支持，进而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

正向预测职业成熟度。 
随着移动网络平台功能的日益强大，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平台中的小程序、APP 等社交软件直接帮助

别人，也可以观察到很多人在平台中能及时有效地获得帮助。在这种友爱的环境中进行人际交往，个体

会感受到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助自己，即个体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得以提升。冯锐，李亚娇(2014)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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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扩大交际面，认识更多朋友；更好地与朋友沟通，带来更多交

往体验以及获得情感支持。另一方面，SCCT 理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提出，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受

到两类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一类是先前的背景因素，如榜样、技能知识等支持内容，一类是当前的环

境因素，如情感、经济支持(高山川，孙时进，2005)。刘燕，周琦(2022)认为，来自于政府、高校、家庭

和朋友的支持对于未就业大学生非常重要，社会支持必须能被未就业学生感受到才能够对其就业起到正

向作用。因此，人际交往良好的大学生在情感上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能从他人和其他社会资

源中获得更多的与职业生涯相关的知识，面对职业生涯的选择时有更为充足的认识和准备，因此具备更

强的职业成熟度水平。本研究结果证实了以上观点。 

5. 建议与展望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建议学校可利用移动社交平台积极举办多样化的社交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既提升学生的网络社交互动技能，也让学生拥有更良好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被试样本仅局限与广东省高校，研究对象比较局限，未来可以尝试扩大被

试人群区域，让研究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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