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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students in Wuhu, Chaohu and other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th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among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profes-
sional identity and students’ vulnerable psychology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ir major and their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vulnerable psycholog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profes-
s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ofessional devel-
opment prospect and vulnerable psychology.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weak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can also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individual vulnerable psychology through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this regard, it is 
suggested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conduct objective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major,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vulnerable psychology, and thus promote the overall healthy develop-
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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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安徽省芜湖、巢湖等地区普通本科院校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

与学生弱势心理三者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发展前景的认识与专业认同感

显著正相关；弱势心理与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专业发展前景与专业认同

感对大学生弱势心理有预测作用。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专

业发展前景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弱势心理的产生，也可以通过专业认同感来影响个体弱势心理的

产生。对此，建议通过帮助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进行客观的认知和评价，预防弱势心理的产生，进而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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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发表了《“弱势缘何成了普遍心态——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的

报告》一文指出，虽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弱势群体”在不断的减少，但存在“弱势”

心理或“弱势”感受的人并没有相应的减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蔓延的趋势(杜凤娇，王慧，2010)。
弱势心理容易引发个人的消极情绪、自卑感，更甚者导致心理障碍的出现，引发自残、自杀等行为；进

而固化了某一群体的思维、情感以至行为，导致这个群体的压抑感、孤独感、依赖感、恐惧感、自卑感、

被剥夺感等心理，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由此产生弱势生存模式；最终，由于认知发生偏差，产生仇视

社会和他人的心理，并通过攻击行为甚至报复社会等方式来达到放弃自我或证明自我的目的，造成社会

动荡等一系列不良反映的产生(徐畅，吕明，2011；张居永，陈烯，2007)。这与中华儿女致力于把中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不符，因此，弱势心理的泛化引起广泛关注

亟待找到方法去扭转这样的局面。同时人民论坛调查数据显示高达 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表明自己处于

“弱势”，并且近几年有关大学生因弱势心理问题而产生的仇视、报复、故意伤害他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严重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基于民众弱势心理泛化的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以及“双一流”高校话题的兴起，大学生弱势心理也得到

了关注。作为未来国之栋梁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有弱势心理产生？他们的弱势心理又是如何产生的？这都

是值得我们思考研究的问题。 
弱势心理是指个体在社会身份认同过程中对自己属于弱势群体的主观判断和心理感知(赵书松，

2015)。王云峰和徐伟认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只要个体在主观感受与评价上出现生理、心理与社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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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损的，均界定为心理弱势群体(王云峰，徐伟，2018)。综上不难看出，弱势心理就是个体对自己所处

地位、处境的一种自我判断和心理感受。总结以往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内关于弱势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现象描述、特征和影响因素探究方面，实证研究主要着眼于整个社会这样一个宏观的大层面，较少的

把关注点投向某个特定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民众弱势心理的泛化，首先与价值观取向偏差有关，现今

大众将金钱、地位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且乐此不疲的与他人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否定自

我，于是弱势心理出现。其次，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恐怖袭击的骚扰加上接二连三的自然灾

害使大众的不安全感如影随行，因此，弱势心理不断的滋生。最后，类似“我爸是李刚”事件的频出，

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埋没了真正有才能的人，这进一步加剧了弱势心理的泛化(赵中源，

2011；王云峰，徐伟，2018；赵书松，文慧洁，2014；董现聪，2016；吴婷，李美美，2018)。而在对大

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有研究表明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中包括专业的发展前景，(庞宝华，2009)；
周晨慧、廖少玲(2012)的实证研究得出就业前景不乐观的学生在躯体化、强迫症状和精神病性 3 个因子的

得分显著高于就业前景乐观的学生，进一步证实了就业前景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专业认同感是个体对于社会现实中的专业在主观上的一种感受，它具有与之紧密相关的结构和发展

进程，是个体与该专业内心保持一致和平衡的程度(Olesen, 2001)。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同一性发展的重要

阶段，它的发展关乎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水平。有资料显示，专业认同感的发展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自

我效能感和幸福感，专业认同感低的学生会出现一系列行为、心理问题(周丽云，姜芬，2010；李领&姜

小鹰，2012；易涛，2012)。虽然，没有明确的研究表明专业认同感与心理弱势之间的关系，但从以往对

专业认同感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专业认同感低的个体确实容易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心理上的问题。 
专业发展前景一贯以来都是专业认同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提到专业发展前景人们就纷纷想到这个

专业的就业率、就业后工作待遇以及稳定性。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投注在专业发展前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业发展前景上。申小莹&刘晓瑞(2006)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研究表明：学生会因为所学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专业发展前景和学校重视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同的专业认同感，进而带来学习积极性和自我效

能感的差异，并且一定程度上引发心理压力，导致了学生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影响身心的健康。 
综上所述，专业认同感可能是专业发展前景影响大学生弱势心理的一个内在机制。良好的专业发展

前景一方面可能直接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的专业认同感，进而间接地

减少个体心理弱势产生的几率，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了验证假设机制的存在，本研究以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分析和验证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和大学生弱势心理三者之间的中介关系，并拟建立

中介模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安徽省芜湖、巢湖地区选取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累计发

放问卷 856 份，剔除人口学变量信息报告不全、规律性作答(如连续 10 道题选择同一选项)、缺失值超

过 5%的被试，共得到有效问卷 798 份，有效率为 93.22%。其中男生 241 人，占 30.20%，女生 557 人，

占 69.80%。 

2.2. 测量工具 

2.2.1. 弱势心理量表 
赵书松、文慧洁(2015)自编，共 3 道题目，采用李克特 6 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弱势越严重，

量表 α 系数为 0.9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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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 
秦攀博(2009)自编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方式，共有 23 道题目，有认知性、

情感性、行为性和适切性四个因子，得分越高说明对专业的认同性越高，三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在 0.76~0.89
之间，总问卷的 α 系数为 0.91。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 0.94。 

2.2.3. 大学生专业情境状况调查问卷中专业前景地位分量表 
秦攀博(2009)自编，共有 6 道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方式，该分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4。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是 0.87。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1.0、PROCESS 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参考 Podsakoff (2003)等人提出的建议，对本研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所有变量进行未经旋转

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8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1.73%，没

有达到 40%的临界值即本研究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和大学生弱势心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对大学生的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和心理弱势在性别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性

别上，男生的专业发展前景得分(20.08 + 4.21)高于女生(19.10 + 4.26) (t = 2.99, p < 0.05)，而专业认同感(t = 
−1.39, p > 0.05)、弱势心理(t = 0.96, p > 0.05)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三个变量在年级上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专业认同感(F = 7.37, p < 0.001)、专业发展前景(F = 7.98, p < 0.01)存在显著的年级

差异。事后分析的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专业认同感得分上分布图近似“V”形，大一学生显著高于大二(p 
< 0.001)、大三(p < 0.01)的学生，大四的学生显著高于大二(p < 0.001)、大三(p < 0.01)的学三，；在专业

发展前景得分中，大一学生显著高于与大二(p < 0.001)、大三(p < 0.01)、大四(p < 0.05)的学生，大二的学

生显著低于大三(p < 0.05)、大四(p < 0.01)的学生。因此，本研究将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

后续的中介效应分析。 

3.3. 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与弱势心理的相关关系 

由表 1 结果可知：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发展前景的认识与专业认同感总分和各维度分均呈显著正相关；

弱势心理与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和专业认同感各维度分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专业发展前景与

专业认同感对大学生弱势心理有预测作用。 

3.4.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做法是采用 Hayes (2012)
编制的 Process 软件模型 4，在抽取 5000 次样本，置信区间为 95%的情况下(Tan & Holub, 2015)，控制性

别和年级两个人口学变量对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专业发展前景对弱势心理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 < 0.001)；将专业认同感放入回归

方程后，专业发展前景对弱势心理的负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p < 0.001)，同时，专业认同感对弱势心理有

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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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vulnerable psychology (r) 
表 1. 大学生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与弱势心理的相关(r) 

变量 M ± SD 1 2 3 4 5 6 7 

1 专业发展前景 19.40 ± 4.27 1       

2 专业认同感 82.15 ± 14.56 0.54*** 1      

3 认知性 18.37 ± 3.46 0.31** 0.68** 1     

4 情感性 29.23 ± 6.27 0.51** 0.90** 0.52** 1    

5 行为性 21.32 ± 4.57 0.44** 0.85** 0.42** 0.64** 1   

6 适切性 13.27 ± 3.28 0.49** 0.82** 0.39** 0.65** 0.71** 1  

7 弱势心理 6.58 ± 3.30 −0.26** −0.30** −0.14** −0.29** −0.27** −0.26** 1 
*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vul-
nerable psychology 
表 2.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弱势心理 

 0.27 0.75 21.45 11.07 14.34*** 

性别    −0.44 −1.79 

年级    0.11 1.11 

专业发展前景    −0.21 −7.76*** 

专业认同感 

 0.55 0.31 117.47 37.76 12.82*** 

性别    3.60 3.82*** 

年级    0.55 1.52 

专业发展前景    1.90 18.69*** 

弱势心理 

 0.33 0.11 24.31 12.98 15.58*** 

性别    −0.26 −1.07 

年级    0.14 1.43 

专业发展前景    −0.11 −3.53*** 

专业认同感    −0.05 −5.52*** 
*p < 0.05，**p < 0.01，***p < 0.001。 
 

对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和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行分析，得出结果

如表 3，专业发展前景对大学生弱势心理的直接效应为−0.11，占总效应的 52.38%；专业发展前景通过专

业认同感对大学生弱势心理的间接效应为−0.10，占总效应的 47.61%。专业认同感的中介效应为−0.096，
且其 Boost-strap95%的置信区间为[−0.137, −0.055]，不包含 0，因此，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

心理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路径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betwee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vulnerable 
psychology 
表 3.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路径 效应值 Bootstrap95%置信区间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11 [−0.173, −0.049]  

中介效应 专业认同感 −0.10 [−0.137, −0.055] 47.61% 

总效应  −0.21 [−0.259, −0.155]  
*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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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ng path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vulnerable psy-
chology 
图 1.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和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4. 讨论 

4.1. 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与大学生弱势心理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男生在专业发展前景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此结果说明，女生比男生更易受外

界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这可能与专业适应面有关，女生的专业适应面总的来说没有男生的广泛，适和女

生的专业会不断人员积累，致使这个专业在市场上找不到定位，就业日益严峻，专业发展前景日益低迷。

目前这一结论与社会现实表现一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在年龄的差异分析结果中可知，专业认同感和专业前景存在年龄上的差异，从事后多重比较呈现的

结果发现两个变量年龄差异均类似于“V”字形状，大二是转折点。这与秦攀博(2009)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这可能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学生在这个时候并不了解他们专业，认为自己选的就是最好的，而在

一段时间后逐渐了解自己的专业，或许是兴趣问题，或许是能力问题，也或许是学习环境的问题，在大

二的时候对专业认同感以及它的前景地位评价急剧下降；大二之后，一部分学生通过努力换了专业，剩

下真正喜欢这个专业以及转换专业没有成功的学生，这部分人因为就业形势严峻，不敢掉以轻心荒废学

业，慢慢接受了本专业，在自己专业的发展基础上寻求对自己更好的发展，因此，情况会有所好转。 

4.2. 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同感与大学生弱势心理的相关关系 

专业发展前景与大学生弱势心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专业发展前景越好，大学生的弱势心理越不容

易产生。这与苏慧玉(2009)得出就业前景会影响心里健康水平结果基本一致。已有研究指出，不同专业学

生、文科生与理科生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这其中就包括专业发展前景的影响(李德芳，2007；
李苏建，2000)，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专业发展前景作为前因变量来研究其对弱势心理的作用，

即专业发展前景越好，弱势心理就越低越不容易出现。这与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符合(Festinger, 1954)，
专业发展前景发展的好坏是在特定的标准上比较出来的，发展前景好的专业的学生，他们在比较过程中，

会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因此，专业发展前景能促使个体成就更好的自己，并最终是他们拥有完善的心

理状态。 
专业发展前景与专业认同感呈正相关，说明专业发展前景的好坏是个体专业认同感高低的重要影响

因素。秦攀博(2009)的研究指出，大学生专业情境的四个因子在预测专业认同时，前景地位因子能够解释

0.6%的变异量，王顶明&刘永存(2007)对硕士生专业认同和教学评价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专业发展前景

因子对专业认同的决定系数最高。这可能是由于发展前景好的专业意味着就业相对容易，意味着工资较

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大学生最关心所学专业能否实现自身价值、能否实现

自己的理想、能否对自身能力提高有帮助，同时考虑到该专业是否吸引自己等这些发展前景的价值，也

专业认同感

专业发展前景 弱势心理

1.900***
-0.050***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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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哪个专业满足了学生的这些需求，提升了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学生就对哪个专业的认同度较高。 
结果表明专业认同感与大学生弱势心理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益菲(2014)认为专业认同是自我认同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根据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理论可知，青春期要实现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统一，否则，

他们就会遭受批评与谴责，形成自卑、反抗乃至敌对心理，影响人格健全而正常的发展(李彦妮，2019)。
换句话说就是，专业认同感的高低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也有研究表明，专业认同感与个人的

心理健康有关(王钢等，2014；陈俣睿，2016)，也就是说，专业认同感高的人，他能将自己的潜能开发的

更好获得的成就感越多，因此，不良心理滋生的几率较小。 

4.3.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专业认同感在大学生弱势心理与专业发展前景的中介效应展开了检

验。结果显示，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有 47%左右的变异量是

通过中介变量解释的，说明专业认同感的重要作用。专业发展前景不仅能直接对大学生弱势心理产生影

响，而且还能通过影响专业认同感来间接影响大学生弱势心理的产生。该结果也佐证了专业发展前景和

专业认同感对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申小莹&刘晓瑞，2006)，具体来说，专业发展前景得分越高的学生，

其心理状况越好，也就是说，它会被重视，市场的需求性让它在短时间内不会被淘汰，那么，此专业的

大学生就会被重视，就业空间广阔，这给大学生带来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弱势心理产生的机会。

因此，发展前景好的专业的学生弱势心理感受相对较少并且对学生自身的发展也更加有利；同时，专业

发展前景得分越高的学生，他们的专业认同感也更高，最终令他们的心理状况越好，弱势心理产生几率

越小。 
综上所述，对于大学生心理弱势的产生与蔓延，第一，我们知道专业的发展前景会随着社的发展、

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因此，学校的专业设置应该根据二者的变化更加灵活的设置。第二，很多学生选择

某个专业但却并不了解这个专业因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心理行为的出现，所以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等手段帮

助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进行客观的认知和评价，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预防弱势心理的产生。这也为大学生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提供启示，在选择时应该多方面了解分析你要

选择的专业，不要把目光一味的放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就业前景上，让自己能够在专业学习中找到归属感、

安全感和自在感，这样才会使自己较少受弱势心理的困扰，能够更健康快乐的成长。 

5. 结论 

1) 大学生对所学专业发展前景的认识与专业认同感显著正相关；弱势心理与专业发展前景、专业认

同感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专业发展前景与专业认同感对大学生弱势心理有预测作用。 
2) 专业认同感在专业发展前景与弱势心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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