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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人才需求持续扩大。中职旅游培训作为旅游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对旅游人才供给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中职学生旅游职业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为提高中职学生旅游职业认同感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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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the demand on tourism talents 
keeps increasing. As secondary vocational tourism trai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ourism 
talent cultivation,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tatus poses a crucial effect on tourism talent 
supply. Based on service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ir tour-
ism vocational identity statu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as well as pro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our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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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对从业人员数量与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中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培养行业实用人才的重要渠道，是基础扎实、技能熟练旅游从业人才的主要来源。职业认同是个

体对自身职业角色向心力，价值与协调性的重要认知[1] [2]。多数中职学生具有毕业与就业直接衔接的特

点，因而学生旅游职业认同水平高低，直接作用于学生择业、就业观念形成[3]；面对目前旅游行业的人

才流失现象，说明部分学生对旅游职业认同水平较低，因此在其学习过程中，中职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

稳定的职业认同的形成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日照市三所中职学校的旅游服务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访谈与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6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46 份，问卷有效率 94.6%。问卷包括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情况与调查

对象基本情况两部分。采用 Likert 五点式量表，由 1 (非常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5 个选项构成，共 28
道题目。 

应用 SPSS23.0 软件对问卷得到的中等职业教育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量表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

测量结果为 0.897，大于 0.7 (表 1)，表明问卷的置信水平较高，问卷设计合理有效。在因子分析基础上，

结合访谈进一步探讨中职学生旅游职业认同的认同维度，并对中职学生旅游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进行解释。 
 

Table 1. Reliability statistics 
表 1. 可靠性统计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897 33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总体情况 

量表共 5 个计量标准，满分为 5 分，最低为 1 分。根据各项目得分，以 3 分和 4 分为划分标准，3
分以下为低水平职业认同，将 3 到 4 分之间为中等水平职业认同，4 分及以上为高水平职业认同(表 2)。 

根据问卷数据，计算中职学生总体职业认同、自我认同、关系认同、组织认同和参照群体认同四个

维度认同的平均水平(表 3)。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总体职业认同平均得分为 3.4299，即中职旅游服务类学

生的职业认同状况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在四个维度中，学生自我认同水平最高，其余依次为组织认

同、关系认同和参照群体认同。而自我认同和组织认同水平高于总体职业认同水平，关系认同和参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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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同均低于总体职业认同水平。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表 2. 职业认同水平等级划分 

低水平 中等水平 高水平 

项目平均分<3 3≤项目平均分<4 项目平均分≥4 

 
Table 3. Overall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3. 职业认同总体水平 

 总体职业认同 自我认同 关系认同 组织认同 参照群体认同 

平均数 3.4299 3.5836 3.1382 3.5217 3.0251 

 

根据认同水平等级划分标准，并对职业认同及四个认同维度进行各个水平等级的频数和百分比计算，

分析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表 4)。依据职业认同等级分布情况，仅有 13.8%的学生处于高水平认同，大多

数学生对旅游职业认同水平较低。从不同维度来看，有 84.6%的学生居中高水平自我认同维度，大部分

学生在组织认同维度上处于中高水平，所占比重为 78.1%。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关系认同处于中高水平，

但仍有 24.4%的学生处于低水平，且低于平均职业认同水平。而参照群体认同的样本分布明显集中于中

低水平。 
 
Table 4. Sample distribu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表 4. 职业认同水平等级样本分布 

 水平 频数 百分比 

职业认同 

低水平 46 18.7% 

中等水平 166 67.5% 

高水平 34 13.8% 

自我认同 

低水平 38 15.4% 

中等水平 136 55.3% 

高水平 72 29.3% 

关系认同 

低水平 60 24.4% 

中等水平 103 41.9% 

高水平 83 33.7% 

组织认同 

低水平 54 21.9% 

中等水平 118 48.0% 

高水平 74 30.1% 

参照群体认同 

低水平 98 39.8% 

中等水平 129 52.5% 

高水平 19 7.7% 

 
最后，结合访谈，仅有三人在选择专业时未考虑未来就业问题。学生选择旅游服务专业，有 8 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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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本专业的兴趣和喜爱，2 人在朋友的建议下选报，1 人是专业调整，剩余 2 人单纯被专业名称所吸

引，对专业并不了解。进入专业学习后，少部分学生在职业规划上存在不足，其余人当中有 5 人想在旅

行社工作，3 人想从事酒店服务工作。受旅游行业专业性较强，以及刻板印象影响，学生对于行业认知

存在偏差，部分学生认为旅游业属于服务行业，工作辛苦，需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旅游职业具有

不稳定性和不规律性，对个人和家庭都有一定的影响，7 人选择放弃继续从事旅游相关职业；但剩余的 6
人表示热爱旅游行业，在旅游行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下，有更多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将坚持从事旅游职

业。 
由此，在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的职业认同中，大多数中职学生对于旅游服务专业兴趣和喜爱程度较

高，能够在从业中获得满足感和自豪感，实现个人价值和目标。在外部环境中，学生与学校、旅游企业

等相处也较融洽，对组织的认可程度较高。但在与同行的交流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受到旅游行

业外的群体的影响较大，如亲人认可程度和社会认可程度等。 

3.2. 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影响因素分析 

3.2.1. KMO 及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通过 SPSS23.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得 KMO 为 0.908 > 0.7 (表 5)，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

为 0.000 < 0.01 说明变量相关性较强，问卷效度高，适合因子分析。 
 
Table 5.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 5.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0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258.873 

 自由度 378 

 显著性 0.000 

3.2.2. 因子提取与影响因素命名 
对问卷的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 λ > 1，因子载荷值 ≥ 0.5 为标准提取公因子(表 6)。依据

总方差解释，6 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60.976% (表 7)，且因子特征值均大于 1，因此可以将这 6
个主成分提取作为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公因子。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对提取的 6 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命名如下[4] [5] [6] [7]，影响因素①：包括实习

员工配合程度、实习单位配合程度、活动参与度、实习满意度、工作素养、企业宣传度、企业发展程度

和实习期待 8 个变量，主要反映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各方面发展情况，因此命名为“实习经历”。影

响因素②：包括职业选择、个人价值、专业前景、职业热爱程度和职业自豪感 5 个组成变量，反映了学

生对于旅游职业的选择和认识，因此命名为“职业情感”。影响因素③：由 5 个变量组成，包括专业了

解程度、专业关注度、专业喜爱程度、课程兴趣程度和专业素养，这几个指标都反映了中职学生对于旅

游服务专业的认知情况和在校学习情况，因此命名为“专业认同”。影响因素④：由 4 个变量组成，包

括旅游职业性质、旅游职业收入、婚姻和旅游职业规范，这些变量都是学生个人对于旅游相关职业的性

质和规范等方面的评价，因此命名为“职业评价”。影响因素⑤：由 2 个变量组成，包括他人评价和旅

游话题感知。这些变量代表了学生在日常生活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自己对于他人对旅游职业的评价的看

法，因此命名为“职业感知”。影响因素⑥：由 2 个变量组成，包括留任意愿和亲友支持度，这 2 个变

量反映了在学生未来职业选择中的方向，因此命名为“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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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表 6. 旋转成分矩阵 

影响因素命名 变量 
成分 

1 2 3 4 5 6 

实习经历 

实习员工配合度 0.794      

实习单位配合度 0.769      

活动参与度 0.707      

实习满意度 0.705      

工作素养 0.613      

企业宣传度 0.610      

企业发展程度 0.581      

实习期待 0.537      

职业情感 

职业选择  0.738     

个人价值  0.734     

专业前景  0.682     

职业热爱程度  0.634     

职业自豪感  0.538     

专业认同 

专业了解程度   0.763    

专业关注度   0.741    

专业喜爱程度   0.642    

课程兴趣程度   0.605    

专业素养   0.511    

职业评价 

旅游职业性质    0.757   

旅游职业收入    0.668   

婚姻    0.664   

旅游职业规范    0.608   

职业感知 
他人评价     0.854  

旅游话题感知     0.662  

职业发展规划 
留任意愿      0.771 

亲友支持度      0.501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Table 7. The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7. 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计% 总计 方差% 累计% 总计 方差% 累计% 

实习经历 9.599 34.283 34.283 9.599 34.283 34.283 4.611 16.466 16.466 

职业情感 2.206 7.878 42.162 2.206 7.878 42.162 4.081 14.575 31.042 

专业认同 1.568 5.600 47.762 1.568 5.600 47.762 3.284 11.729 42.770 

职业评价 1.413 5.045 52.807 1.413 5.045 52.807 2.091 7.468 50.238 

职业感知 1.160 4.143 56.950 1.160 4.143 56.950 1.631 5.826 56.064 

职业发展规划 1.127 4.025 60.976 1.127 4.025 60.976 1.375 4.912 6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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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影响因素中，实习经历贡献度最大，为 16.466%，旅游职业实践性较强，而实习又是其学生提升

工作经验的主要途径，因而学生对实习满意度、实习期间专业技能提高与实习效果对其职业认同水平有

重要影响。职业情感影响贡献度次之，为 14.575%，个人价值与个人目标是个体需求的重要环节，学生

以此获得自豪感，刺激个人职业热情的产生，形成良性循环。专业认同这一因素贡献度第三，为 11.729%，

对中职学生而言，大多数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影响其未来就业方向，因此学生职业认同水平很大程度上受

专业认同水平的影响。此外，职业评价、职业感知与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贡献率相对较弱，主要体现了在

学生择业过程中，公众对于职业的认知与学生实际感受共同作用于学生个人对职业的认知，从而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学生的旅游职业认同水平。 

3.2.3. 研究结论 
综合来说，中职旅游服务类学生的职业认同状况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在自我认同、关系认同、

组织认同和参照群体认同的 4 个维度中，学生的自我认同水平最高，即对个人在校的专业学习和实习表现较

为满意，对旅游服务专业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职业自豪感和满足感也较高。受实习经历与同行竞争以及外

界变化等因素影响，学生与外界的交流存在偏差，即关系认同和参照群体认同水平低于职业认同总体水平。 
中等职业学校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实习经历”“职业情感”“专业认同”

“职业评价”“职业感知”和“职业发展规划”6 个方面。 
从实习经历来看，因旅游服务专业实践性较强，学生能否在实习过程中获得良好的实习效果和专业

技能直接影响了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学生能否选择一个满意的实习单位，也会成为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因素。在自己满意的企业实习，会使学生有更积极的心态，获得更好的实习效果和实习感受。因此，高

质量的实习过程、良好的实习环境对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水平有重要意义。 
在职业情感方面，学生能否在旅游职业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目标、获得职业自豪感是影响学生是否愿

意从事旅游相关职业的重要因素。学生只有对旅游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在工作中树立信心，提

高职业情感水平与增强职业认同。 
从职业认同来看，学生选择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大部分是因为个人对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比较感

兴趣或被吸引，少部分则是受专业或家庭影响选择本专业，说明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

其对专业的认同程度。同时，学生在择业时也偏向于个人喜好，也就代表着专业认同直接影响着学生对

旅游职业的认同情况。 
在职业评价方面，大部分学生认为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行业，比较辛苦，需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专业性很强。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社会大多数人对旅游职业存在偏见，认为旅游服务人员专业素养较差

等。说明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对于自己未来所要从事的相关职业归属感较差，对整个行业的发展缺

乏信心，从而影响职业认同水平。 
在职业感知方面，目前大众对于旅游服务行业的理解和支持程度较低，认知还是停留在较低的层次，

进入门槛低、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这种外界的态度影响着学生自身和对于旅游职业的感知，从

而降低了旅游职业认同水平。 
职业发展规划则主要是从个人对于未来职业的发展对职业认同进行分析。由于可能受到家庭等因素

的影响，学生在就业时对于包括旅游相关专业在内的较大工作强度的职业考虑较少，更偏向于稳定性、

规律性的工作。但仍有部分学生因为对旅游行业的喜爱和自我追求等因素，坚持选择从事旅游相关职业。 

4. 对策建议 

4.1. 学生层面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与普通中学学生不同，中职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更多的时间是学习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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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专业技能，中职学生职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未来的就业。因而提高自身职业能力是提升中职学

生旅游职业认同的必然途径之一。另外，根据中等职业教育旅游服务类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分析，中职学

生的关系认同和参照群体认同都处于较低水平，也就意味着在实习过程中与同行和外界都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调查得知很多学生在实习前对实习的期待值很高，但在实习结束后对实习的满意度却较低，这种

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没有对实习的充足准备，未能积极适应学生与员工之间的角色转

换，对自己的职责了解不充分。从这点来看，学生在实习或工作前做好准备工作，既包括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职业能力，也包括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角色，投入实习。 

4.2. 学校层面 

学校应加强学生心理建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面对实习或者学习中的

难题时不能自己解决，而更容易依赖于他人或者网络，对于问题缺乏独立思考，自我效能感降低，负面

情绪增强，进而造成了职业认同水平的降低。因此，学校可以适当调整教学计划，例如选择先易后难的

教学模式，在前期为学生树立自信，后期再逐渐增加难度，学生才会更从容积极的应对。此外，校园文

化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隐性课程，学习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学校应该将有声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课和无声的校园文化相结合，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提高职业认同水平。 

4.3. 实习单位层面 

实习单位应强化实习指导，做好实习反馈工作。中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虽然对旅游职业有一定了解，

但未实际接触过工作岗位，期间处理问题灵活程度欠缺，这就需要实习单位对实习生进行综合指导，提

高学生职业能力。在实习期结束后，实习单位要组织实习总结交流会，不仅是对表现优秀的实习生进行

表彰，更重要的是与实习生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这不仅有助于旅游企业实习制度的更新和完善，也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实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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