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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and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normal students’ career self-ef- 
ficac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We used revised efficacy 
scale, occupation value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short 
form) to test free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shows no difference on 
gender and major, but presents grade difference. The free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Conclusions: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will be predicted by free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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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和方法：采用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量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和大五人格简式量表对大一到大四的

免费师范生进行了测量。探讨了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特点，以及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与择业效能

感的关系。结果：免费师范生的择业效能感在性别、专业上差异不显著，在年级变量上差异显著；免费

师范生的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与择业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结论：可以用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预测

择业效能感。 
 

关键词 

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择业效能感，免费师范生 

 
 
 

1. 引言 

2007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国家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长

期从教、终身从教。但是，一项由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首届免费师范生就业意向调研报告显示(甘丽华，

2011)，仅 31.9%的学生选择从事教学类职业。在就业地点上，选择大城市的占 42.8%，选择中小城市的

占 46.6%，选择城镇的占 8.7%，选择农村的只有 2%。在就业方向上，高居首位的是“事业单位”占 70%；

选择在“企业”和“政府部门”就业的学生各占 15%。从调查中不难看出，首届免费师范生不仅总体上

从教意愿不强，而且愿意支援农村等贫困落后地区教育的人数所占比例亦非常低。还有相当一部分免费

师范生在择业时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来自农村家庭，在择业时出现一定的自卑心理。这一现象与免费

师范生政策鼓励年轻学生从事教育行业，支援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差甚

远。因此，了解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特点及其与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的关系至关重要，不仅有利

于免费师范生择业信心的提升和自身的职业发展，也有助于国家政策的落实与实施。可以为免费师范生

政策的优化、免费师范生职业信念的培养、增强免费师范生就业信心以及职业规划提供科学、有效的理

论依据。 
人格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一致性)。像身体一样，人格包

含结构和过程，并且反映着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另外，人格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

过去的影响中包含对过去的记忆(Pervin, 2003)。国内一般认为(黄希庭，2002)，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

部倾向，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

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

织(杨波，2005)。人格特征通过人的活动而形成，一经形成便对人的行为效率、行为风格及行为方向产生

长久而广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学习、工作绩效和社会适应状况。 
价值观是推动人从事各种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职

业理想、职业选择等上的体现。我国从 1980 年代开始对职业价值观进行研究，黄希庭等(黄希庭，张进

辅，李红，1994)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民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它是人生价值观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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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的反映，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凌文辁和方俐洛(1999)从职业信念和职业态度的角度界定

职业价值观，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使人们在职业生活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

向，是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体现。金盛华和李雪(2005)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分为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工

具性职业价值观。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内隐的动机性标准，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指

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外显的条件性标准。本研究采用金盛华和李雪(2005)的定义，认为职业价值观为个

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标准。 
择业效能感也称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己实施和坚持与职业选择相关行为的能力的

信念(Betz & Hackett, 1981；郑日昌，张杉杉，2002)。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操作性定义为，个体对自身完

成自我认知(即准确的自我评价能力，指了解自己的能力、职业兴趣、与职业有关的需要和价值观以及自

我概念等能力)、搜集职业信息(个人对工作世界中特定职业的职责、任务的了解程度)、目标确定(即目标

筛选能力，指将个人的特点与工作的特点进行匹配，确定合理的职业目标的能力)、制订规划(做出职业决

策后对决策的实施能力)、问题解决(解决或应付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障碍的能力)五项任务

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择业效能感的问题解决维度与社会适应性相关最高，收集职业信息与社会适应性

相关最低。择业效能感与工作后的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绩效存在显著正关(郑颖，2010)。但是，

对于免费师范生的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和择业效能感的关系，国内尚缺乏相关的研究。本文旨在探讨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特点及其与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的关系，假设：免费师范生的人格特征、职

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有一定影响，免费师范生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取样法(总体单位为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50 人)对西南大学 600 名免费师范生进行问卷

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3 份，有效率为 90.5%。被试选自大学四个年级，专业分布

涉及文科(241 人)、理科(153 人)和艺体类(149 人)。男生 268 人，女生 275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大五人格量表 
采用大五人格简式量表(NEO-FFI)，NEO-FFI 是 NEO-PI 的简化版，由 44 个项目构成(Pervin, 2003)。

在本研究中，大五人格量表各因子的 α 信度系数分别是：神经质 0.77、外向性 0.78、开放性 0.63、宜人

性 0.72、谨慎性 0.74。 

2.2.2. 职业价值观量表 
采用金胜华和李雪(2005)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在本研究中，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手段性职

业价值观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是 0.86 和 0.83。 

2.2.3. 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量表 
采用龙燕梅(2003)修订的择业效能感量表-简式(CDMSE-SF)，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五个因素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分别为：自我评价 0.83、信息收集 0.79、目标筛选 0.82、制定计划 0.76 和问题解决 0.85。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18.0 中文版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特点及其与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的关系 
 

 
670 

3. 结果 

3.1.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差异比较 

将择业效能感的五个维度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和专业作为背景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性别(F = 0.942, p > 0.05)和专业(F = 1.561, p > 0.05)主效应不显著，年级主效应显著(F = 0.087, p < 
0.001)；性别、年级和专业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 0.052, p > 0.05)。择业效能感的五个维度在年级上均呈

现显著性差异，如表 1。在自我评价维度上，大一和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在信息收集维度上，

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在目标筛选维度上，大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三，而大四学生得分

显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在制定计划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在问题解决维度上，大

一和大四学生得分显著大三。 

3.2. 免费师范生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和择业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显著相关；除了神经质与自我评价、信息收集、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相关不显著，以

及开放性与问题解决相关不显著之外，人格特征的五个维度与择业效能感的其他维度都显著相关。而职

业价值观的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与择业效能感的五个维度之间相关均显著。为了进一

步探讨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的预测程度，下面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3. 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择业效能感为因变量，人格特征的五个维度、职业价值观的两个维度(目的性和手段性)为自变量，

采用逐步进入法(Stepwise)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表 3 可知，外向性、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尽责性、手段

性职业价值观和开放性进入了回归方程，共可以解释择业效能感总变异的 35.9%，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p < 0.001)。因此，可以用人格特征中的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以及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预测免费师范生的择业效能感。 

4. 讨论 

4.1.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基本特点 

4.4.1.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和专业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表明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专业差异不显著，但艺体类免费师范生的择业效能感要高于理科， 

 
Table 1. Grade difference and multiple comparisons on five dimensions of career self-efficacy (M ± SD) 
表 1. 择业效能感五个维度的年级差异及多重比较(M ± SD) 

年级 自我评价 信息收集 目标筛选 制定计划 问题解决 

大一 3.672 ± 0.75 3.373 ± 0.70 3.515 ± 0.73 3.458 ± 0.74 3.521 ± 0.74 

大二 3.385 ± 0.61 3.244 ± 0.57 3.363 ± 0.59 3.292 ± 0.59 3.390 ± 0.60 

大三 3.463 ± 0.97 3.376 ± 0.91 3.267 ± 0.94 3.340 ± 0.93 3.156 ± 0.96 

大四 3.564 ± 0.58 3.549 ± 0.55 3.616 ± 0.57 3.568 ± 0.57 3.538 ± 0.58 

F 3.350* 5.002** 4.741** 3.996** 3.848* 

多重比较 大一 > 大二 
大四 > 大二 

大四 > 大一 
大四 > 大二 

大一 > 大三 
大四 > 大二 
大四 > 大三 

大四 > 大二 
大四 > 大三 

大一 > 大三 
大四 > 大三 

注：* p < 0.05，** 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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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ree normal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表2. 免费师范生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和择业效能感各维度的相关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 3.756 .511 1            

2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 3.632 .466 .614** 1           

3 自我评价 3.499 .606 .347** .355** 1          

4 信息收集 3.364 .585 .306** .275** .641** 1         

5 目标筛选 3.459 .591 .346** .288** .686** .682** 1        

6 制定计划 3.393 .597 .317** .290** .676** .719** .706** 1       

7 问题解决 3.396 .601 .297** .253** .609** .610** .640** .667** 1      

8 神经质 3.080 .379 .094* .188** −.043 −.068 −.101* −.062 −.077 1     

9 外向性 3.170 .378 .195** .135** .363** .371** .381** .370** .382** −.379* 1    

10 开放性 3.050 .352 .082 −.015 .119** .117** .138** .095* .053 .011 .025 1   

11 宜人性 3.285 .276 .133** .096* .247** .219** .346** .189** .229** −.073 .336** .090* 1  

12 尽责性 3.325 .416 .216** .130** .356** .318** .393** .365** .318** −.265** .362** .018 .335** 1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traits,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表 3. 人格特征各维度和职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B Beta t R2 F 

外向性 .820 .292 7.799*** 

.359 60.062*** 

目的性职业价值观 .229 .147 3.279*** 

尽责性 .631 .247 6.573***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 .276 .182 4.144*** 

开放性 .304 .101 2.893*** 

 
文科最低。这与郑颖(2010)研究中理学、经济类、管理学、医学专业学生择业效能感较高，而法学、文学、

工学、农学择业效能感较低的结论相一致。在本研究中，可能是由于艺体生不受束缚的思维让他们更有

信心完成与择业相关的行为，而理科生的理性也使他们能够客观地、有条理地进行择业评估，且在外向

性、果断、活动性和为成功而努力因素上优于文科学生(陈瑞瑞，冯鸿滔，左占伟，2006)，文科生思维的

细腻感性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

免费师范生享受国家就业的帮扶和政策支持，即使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源所在地政府教育部门也

会给安排工作，因此表现出男生和女生在择业效能感上不存在差异。 

4.1.2. 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显著 
本研究表明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年级差异显著，择业效能感的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四、大一、

大二、大三。这可能是由于大四的免费师范生是首届免费师范生，国家为了使免费师范生政策落实和优

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虽然各省的免费师范生政策不尽相同也不是及早地出台，但总体上政策还

是很好的，大多数免费师范生都能签到省市级及以上的重点中学，且没有招考的压力，所以免费师范生

的择业效能感是最高的。而大一的免费师范生由于入校不久，对未来憧憬美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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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和人际适应上，对将来的就业还比较憧憬和模糊，没有较多地感受到压力，所以大一的免费师范生

的择业效能感仅低于大四。对于已入大学学习了近两年的大二免费师范生，学习了一定的专业和社会工

作经验，对将来的就业有一定的方向和规划，但由于专业和其他社会技能的不够而信心不是很足。而本

研究中大三年级的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最低，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反，理论上大三的学生由于积累了

一定的专业和社会技能，择业效能感应该会更高，而本研究结果却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大三的免费师范

生与以往研究的大三学生不一样，因为大三的免费师范生必须从教，第一届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和情

况起初并不乐观，使他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就业方向，政策的约束和不乐观使大三免费师范生比其他

年级的择业效能感结果不同。具体而言，例如在自我评价维度上，大一和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

在信息收集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在目标筛选维度上，大一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

三，而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在制定计划维度上，大四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和大三；在

问题解决维度上，大一和大四学生得分显著大三。 

4.1.3. 免费师范生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和择业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免费师范生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与择业效能感有密切关系。择业效能感、人格特征、

职业价值观属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它们在个体择业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格特征中的除神经质外，其余维度均与免费师范生的择业效能感有显著相关。

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尽责性上得分越高，择业效能者也越高。这是因为得分高者更贴近为热情、

积极、感受丰富、信赖谦卑、有胜任力，他们的信心更足，而低分者为活力和人际卷入不强、分析力不

强、愤世嫉俗的、马虎懒散，对于获得理想职业和在理想职业上的发展信心不足。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

手段性职业价值观也对择业效能感有直接影响。这说明职业价值观清晰的免费师范生更能积极地进行自

我评价、在职业信息的收集上更积极主动、在目标职业的筛选上更能清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眉毛胡子一

把抓、哪里都去看哪里都去问，更多关注与目标相关的内容，在制定计划上会更明确是为了什么，在问

题解决上知道怎么办。因此他们的择业效能感更高。通过人格特征和职业价值观对择业效能感的多元回

归分析分析，发现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可以预测免费师范

生的择业效能感。 
上述分析表明，免费师范生的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对其择业效能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因此，发

展良好的职业人格，树立合理的职业价值观，将有助于免费师范生在择业时对自己充分把握，正确估计，

调动就业时的积极性，收集广泛的就业信息，积极评价自己，确定明确职业目标，制定针对性的计划，

提升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择业效能感，进而增强职业选择的合理性、有效性。 

5.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和讨论，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免费师范生择业效能感在性别和专业上差异不显

著，但存在年级差异，因此要在不同年级对免费师范生进行不同的择业效能感的干预辅导，尤其在大三。 
二、免费师范生的人格特征、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可以用人格特征中的外向性、尽

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以及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和手段性职业价值观预测免费师范生的择业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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