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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念测评工具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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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自我概念址将 『1我概念rjI入职业领域巾的 体成 

用，用来表达与影响职业选择干ll耳jl业发腱的活动、过 等仃 

关的自我概念，是大学生进行职业选择的基础，而且可以往 

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此，帮助大学生建 健康的职、 我概念非常重要 。大 

学生通过职业自我概念的测员叮以全面、清晰地 r解 自我的 

各个方面，找准自己 社会中的定位，根据 自己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职业，减少选择中的胄日性。本文就职业自我概念的 

内涵及测评方法作一综述。 

l 职业自我概念概述 

1．1 职业自我概念的 内涵 Super等一指fII职业 自我概念 

是一个人整体 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整体 自我概 

念在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 I 的反映。同时，个体对职业的选 

择及其职业行为义刈他的职业自我概念乃至人的整体 自我 

概念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Super等将职业 自我慨念定义 

为：与职业认同州义，是个体认为 j职业相关的自我品质的 

群集，包括能力 、人格特质、价值观、自尊和 自我效能 5个维 

度。Betz。 认为，一个人的职业 自我概念应该包括个体对自 

我的信心、个人外貌和外表的吸引力。Tiedeman等 认为， 

职业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职、J 与自身关系的认识和定型，是个 

体在与社会的接触 中对 自我发展进 行反省的结果。蔺桂 

瑞 指出，职业A我概念是一个人 A我概念的一部分，在一 

个人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中起着龟要的核心和驱动作用， 

[收稿日期]2010-06—28 

[作者单位]蚌埠医学院 护胛学系，安徽 蚌埠 233030 

[作者简介]常艳玲(1978一)，女，硕 卜研究生，主管护师 

[通讯作者]齐玉龙，研究生导师，教授． 

· 综 述 · 

而 H它的形成和发展 贯穿于人 的一生 。 

综合以 L关于职业 A我概念的定义，根据大学生所处的 

特定时期(尚未逃入职业)，可以把人 乍职业 自我概念定义 

为：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对 自己的认识和定犁，包括影响其 

职业选择 自我的各个方面。 

总之，职业 自我概念来源于个人对 自我及对职业世界的 

认识，并存此基础上形成个人对职业的态度、职业责任感、职 

、 理想 、职业道德及职业价值观等。 

1．2 职业 自我概 念理论 

1．2．1 Super职业自我概念理论 Super 指出，职业 自我概 

念婵论基本上足一个适配的理论，即人们同时考虑自己的特 

质以及一项职业所需要的特质。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个人 

或心理上的，专注于个人如何选择，以及如何调适其选择；二 

是社会性的，重点是个人对其社会经济情况及职业特点的评 

价。该理论充分说明协助学生建立一个健康的职业 自我概 

念不仅是他们正确择业的基础，同时对于他们终生的职业发 

展 人生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2．2 Tiedeman职业 自我 概念理 论 Tiedeman等 在 

Ginzberg、Super等职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职业 自我 

概念理论”，认为个体职业心理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体所 

做的一连串职业决策的综合，也是个体职业 自我概念不断分 

化与综合的过程。当职业 自我概念定型的时候 ，职业定向也 

就形成 _r。职业定向一且形成，就要影响个体的职业态度， 

进而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 

1．3 职业自我概念的相关研究 Arthur等 把职业 自我概 

念看作是期待社会化显著的结果变量，认为职业 自我概念的 

维度应该包括个体的人格 、兴趣 、价值观、认知能力、认知机 

会和认知花费几个方面。国外一项关于护士职业 自我概念 

其缺点是要通过介入手段，明显增加患者的经济负 

担。同时对于侧方开口的三向瓣膜导管，导丝绕过 

开口并穿出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该方法的机制在 

于不直接在长段血栓远端冲洗溶栓，栓子脱落的几 

率明显减少。我们借鉴于此，采用逐步退管的方式 

进行溶栓，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能在较短的时 

间内打通深静脉通路，减少患肢回流受阻的时间，同 

时操作更为简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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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提出了护士职业 自我概念的7个方面，包括灵活 

性／创造性 、知识、技能／能力 、关心 、交流 、领导 、满意感等。 

李洁 ” 通过对职业 自我概念 以及自我 与职业关系的分析 ， 

结合一般自我概念的结构，构想1r 6个维度的大学生职业 自 

我概念结构，包括表显 自我、动力 自我、发展 自我 、支持 自我、 

个性 自我和职德自我。傅蓉 认为职业 自我概念足一个综 

合的范畴，分为心理我(对自己个性 、兴趣 、价值观的认识)、 

社会我(对 与求职有关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认识 )和理 

想我(对将来职业的设想)。寞温暖 从 自我概念的角度人 

手，把职业自我概念分为生理方面的自我概念 、心理方面的 

自我概念和社会方面的自我概念。 

可以看出，困外的几位职业指导专家对于职业 自我之 

后，只是给出了一个定性的概念 ，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 ； 

而关于这个概念的结构和含义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国内 

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究竟什么是职业 自我概念 ，它包 

括什么成分，都没有专门文献进行深入探讨。 

2 职业自我概念测评工具 

2．1 国外测评3-具 Super等 认为要以客观的方式来评 

量职业 自我概念，则需要先了解个人特质的归因，这些特质 

的背后都有某些特征，萨帕称之为“后设向度”。但 Super只 

是提出了此想法 ，并未开发相应的问卷。Barrett等 根据 

Super的理 论编制 了“职 业评 定量 表”(Vocational Rating 

Scale，VRS)。并主张以 Super自我概念各 向度中较基本的 

概念，如：清晰、明确和结构合并成结晶化的概念，及职业 自 

我概念具体化的程度来表示个人可以明确表达本身与职业 

相关的自我属性集合体的程度。因此，VRS是根据这个概念 

而编制成的测量职业 自我概念的_[具。该问卷包含 4O个项 

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内部一敛性信度为 0．94。Tinsley 

等 对 VRS进行f)==i素分析 ，结果发现，清晰和明确 2个因素 

的因子载荷在 0．40及以上，第 3个因素“结构”没有作为独 

立变量出现。因此，现在的研究保留了 2个因素和 33个项 

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Holland等 合编 “我的职业 

状况”量表 (My Vocational Situation，MVS)，包括 “职业确 

定”、“职业咨讯”、“职业 扰”等 3个量表，采用 Likert 5级 

评分，其中以“职业确定量表”总分评量职业 自我概念的具 

体化程度 ，得分越高 ，表示职业 自我概念越清晰。Kidd 。用 

含有 61个题项的评定量表来评估现实 自我、理想 自我和职 

业 自我，包 括 兴趣 、能 力 和 人 格 自我 描 述 3个 维 度。 

Englander用 Q分类法确定了个体的自我认知和对教育领域 

人和情境的认知之间有明显的一致性。Ziegler采用形容词 

清单、Wheeler和 Cames采用描述性清单来评估个体的职业 

自我概念。Arthur等 介绍了一种在对某个国家不同层次 

的护生进行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测量护生职业 自我概念 

的方法并对其进行研究。但其缺点在于缺乏系统而全面的 

指导性和应用性。Bacanli 用形容词量表跟踪研究心理咨 

询与指导专业的52名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自我概念和职业 自 

我概念之间的一致性程度。该测评工具包括 48个形容词 ， 

评估个体积极的和消极的人格特质 2个方面，采用 5级评 

分。该测评工具的再测信度为 0．59～0．89。但是它不能很 

好地测评 自我概念和职业 自我概念 的某 维度。Jean—Luc 

等 用 5个开放性 问题评估个体的职业 自我概念，要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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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 自由描述 自己的技能 、个性特点、职业兴趣 、对实现职业 

同标有帮助的个人特征和他们未来需要发展的个人特征 5 

个方面。Gottfredson等 。都认为在职业领域 ，职业 自我 

概念一直没有被很好地操作化或很好地测量。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外职业 自我概念相关测评工具的 

特点是：(1)都是从不同方面，采用不同方法测评 ，对于大学 

生职业自我概念的测评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操作化和测量工 

具。(2)有的测评工具虽然是针对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念的， 

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在 中国的适用性有待进_一步 

研 究。 

2．2 国内测评工具 国内关于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的量表 

比较少，台湾学者较早涉足职业发展研究，通过修订 VRS和 

MVS得到与职业发展有关的量表。如刘德生 白编的“高中 

生职业观念问卷”，包括自我认知 、职业认知、职业认定 、职业 

价值。林幸台和林清文编制 的“职业发展量表”，包括职业 

计划 、职业探索 、职业决策和认识工作世界等维度。 

王卫一 编制了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念问卷，包括职业 

能力、职业决定、职业现实、职业适应、职业抱负、职业兴趣、 

职业评价、职业准备、职业设计。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0．916，但是只对结构效度做了因素分析。该研究选取的 

被试者大都来 自江苏省内，由于地域的差异性，该问卷能否 

应用到其他省份的大学生 ，尚待证实。李洁 通过编制“大 

学生职业自我概念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调查，问卷的内在 
一 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均 >0．8，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 
一 致性。该研究仅对南京地区5所大学的大学四年级即将 

毕业参加lI：作的学生进行横断面凋查 ，缺乏对不同年级大学 

生之间的比较研究。窦温暖 在文献分析、访谈与调查结 

果分析的基础j一编制了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念问卷，包含 33 

个项 目，9个因素，分别是职业能力 、学业自我 、人际自我、职 

业兴趣 、社会资源 、外表吸引力 、个性 自我、职业抱负和体质 

自我。问卷的信度、效度较好。其调查也仅局限于江西省某 

市的6所大学 ，样本的代表性欠缺 ，需进～步推广使用。赵 

小军等 在对教师和学生开放式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 

r安徽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量表 ．结果发现 ，大学生的总体 

职业自我概念山职业表现 自我概念、职业内在 自我概念和职 

业能力 自我慨念构成。但是 ，研究的范围局限，问卷的效度 

还需要进一步更全面的检验。 

由上可见，目前国内职业 自我概念测评工具有 以下特 

点 ：(1)国内对职业 自我概念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成熟 

的评量工具较为缺乏。(2)国内自制的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 

念问卷，鉴于缺乏有效的参考指标，其效度还无法得到检验。 

(3)围内测评工具的研究中多是应用访谈 、开放式问卷等方 

法收集资料 ，而对于理论的应用较少，研究的理论支持尚处 

于薄弱阶段。(4)研究人群多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大学生 ，因 

此样本的代表性欠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职业自我概念问 

卷的推广。 

3 展望 

目前职业指导理论中关于职业 自我概念只有定性的定 

义及理论的阐述 ，没有清晰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国内对大学 

生职业 自我概念及其因素结构的相关研究较少 ，职业 自我概 

念的测量工具更是少之又少。另外，职业 自我概念是属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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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层面的部分 ，受地域、体制、文化等的影响较大。鉴于此， 

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的研究都无法准确描述新形势下 

我国大学生的职业 自我概念状况。所 以，应该运用文献综 

述、个案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形容词检核法等多种理论与实 

证研究方法，编制适合我国背景的大学生职业 自我概念问 

卷，并且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 ，以进一步考验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尽量达到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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