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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验证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规划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的方式,
 

以提

高中职生的心理素质水平,
 

进而提高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研究1以511名中职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
 

研究2
将16名中职生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分别进行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与社团活动课.
 

结果显示:
 

心理素质在

父母情感温暖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可显著提升中职生的心理素质水

平,
 

对提高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具有一定的效果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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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是对我国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就读学生的统称[1].
 

近年来,
 

中职教育在我国迅速发展,
 

有研究

表明[2-5],
 

大多数中职生初次就业时间短、
 

就业稳定率较低,
 

其主要原因是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
 

因此,
 

探

索如何提高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显得尤为必要[6].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是个体根据自身情况,

 

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选择适合的目标并为其付诸行动的

一种心理特征,
 

它由生涯探索、
 

生涯决策和生涯行动与监控3种能力组成[7].
 

对个体一生发展影响最显著

的是个体活动的直接环境,
 

其中家庭的影响最为关键[8-9].
 

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家庭因素中,
 

父母教

养方式这一变量具有重要作用,
 

其体现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观念、
 

教养行为和情感表达[10-12].
 

父母教养方式

可以预测子女未来的职业发展[13-16],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母关爱因子能够正向预测中职生的职业成熟度,
 

而父母控制则负向预测职业成熟度[17].
有关父母教养方式影响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发现,

 

个体内部因素(例如自尊、
 

积极个

性特征)对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重要影响[14,18-21].
 

这些个体内部心理特征可总括为心理素质,
 

即在生理条件的

基础上,
 

由外界刺激内化而成的稳定内隐的,
 

具有基础、
 

衍生、
 

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
 

与人的适应、
 

成长和

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
 

由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这3个维度构成[22].
 

有关心理素质形成

机制的研究发现,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素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23],
 

温暖理解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中

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父母过度保护和拒绝的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理素质发展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24].
综上,

 

本研究假设:
 

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中职生的心理素质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即心理素质

在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既然心理素质对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心理素质如何进行工作、
 

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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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的职业规划能力,
 

就成了关心的问题.
 

对于处在青春期阶段的中职生进行校园心理教育的最有效方

式之一是团体心理辅导[25-28],
 

近年来,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越来越受到应用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萨提亚

模式(The
 

Satir
 

Model)以促进个体健康积极成长为目标,
 

以转化性改变为基础,
 

帮助个体从内至外发生改

变,
 

通过改善沟通模式,
 

提升自尊.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则以团体辅导理论为指导,
 

在萨提亚模式的基础

上,
 

根据团体动力学原则制定团体辅导方案并实施.
萨提亚模式的4个目标分别与心理素质的构成维度相契合(图1).

 

心理素质包括3个维度:
 

个性品质、
 

认

知特性和适应能力.
 

萨提亚模式的第一目标是帮助个体提高自尊,
 

促进个性品质的成长.
 

第二和第三目标分别

是帮助个体做出更好的选择,
 

促使个体为自己负责.
 

为自己负责意味着时刻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任,
 

探索并了解

自己的内在,
 

从而促进心理素质中认知特性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萨提亚模式的第四目标是帮助个体达到更加

和谐一致的状态,
 

即个人的内在自我、
 

交流对象与所处情境和谐一致,
 

在这3种要素一致的情况下对外界作出

相应的反应.
 

萨提亚模式目标和心理素质的适应能力维度是一致的.
 

已有研究也表明,
 

萨提亚模式能够提升个

体的自尊和情绪智力[29],
 

改善人际关系[30],
 

提升社会支持感并使个体适应环境[31-32].

图1 团体辅导设计依据

综上,
 

本研究目的:
 

研究1,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家庭因素)和心理素质(心理因素)对中职生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影响;
 

研究2,
 

探索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是否能够显著提高中职生的心理素质水平,
 

进而提升中

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1 研究1
1.1 被 试

随机选取重庆市某中职学校高一至高三的在读学生为被试,
 

经学校、
 

家长及学生本人同意后,
 

利用班

会课的时间,
 

安排2名有经验的主试现场以班级为单位发放纸质问卷并作填写说明,
 

共发放施测问卷550
份,

 

筛除错填、
 

漏填等无效问卷后,
 

回收有效问卷511份(有效率93%).
 

高一、
 

高二、
 

高三年级被试人数分

别为240人(46.8%)、
 

58人(11.3%)、
 

214人(41.7%).
 

其中男生371人(72.6%),
 

女生140人(27.4%),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6.72±1.54)岁.
1.2 研究工具

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问卷:
 

该问卷由王震[9]在“大学生生涯规划能力问卷”[7]的基础上改编而成,
 

适用对象为中职生,
 

共33道题,
 

采用Likert
 

4点计分,
 

其中6个项目反向计分,
 

得分越高,
 

表明中职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总问卷及生涯探索、
 

生涯决策、
 

生涯行动及监控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

数分别为0.89,
 

0.76,
 

0.71,
 

0.79.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修订版):

 

该问卷由胡天强,张大均等[33-34]编制和修订,
 

适用对象为中学生,
 

共

24道题,
 

采用Likert
 

5点计分,
 

得分越高,
 

表明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越好.
 

在研究对象为初中生和高中

生时该问卷的信效度良好[35],
 

考虑到中职教育阶段相当于一般文化知识教育的高中阶段,
 

故本研究选用此

问卷调查中职生的心理素质状况.
 

本研究中问卷总体及认知特性、
 

个性品质、
 

适应能力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91,
 

0.83,
 

0.78,
 

0.79.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该问卷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36]的基础上由蒋奖等[37]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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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适用性.
 

问卷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
 

各21道题目,
 

采用Likert
 

4点计分,
 

各维度的得分为该维度

的平均分,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分数为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维度上的得分,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

分数为父亲、
 

母亲的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上的得分.
 

本研究中问卷总体及情感温暖、
 

拒绝、
 

过度保护维度

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83,
 

0.87,
 

0.84,
 

0.76.
1.3 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2.0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1.4 结 果

1.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1的数据来自同一批被试,
 

且收集方法相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38],
 

本研究首先采用强调

匿名性和适当进行反向计分的程序控制方法,
 

其次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未经旋转的

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55%,
 

远小于40%的临界值,
 

说明研究1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不再进行统计控制.
1.4.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中职生的父母教养方式、
 

整体心理素质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
 

中职生

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与整体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与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呈显著正相关,
 

与父亲拒

绝、
 

母亲拒绝呈显著负相关,
 

与父亲、
 

母亲过度保护相关不显著;
 

整体心理素质与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

暖呈显著正相关,
 

与父亲拒绝、
 

母亲拒绝呈显著负相关,
 

与父亲过度保护、
 

母亲过度保护相关不显著.
表1 研究1变量的相关矩阵(N=511)

变量 M SD
职业生

涯规划
心理素质 父亲拒绝

父亲情

感温暖

父亲过

度保护
母亲拒绝

母亲情

感温暖

职业生涯规划 2.66 0.48

心理素质 3.32 0.60 0.69***

父亲拒绝 1.65 0.54 -0.11* -0.09*

父亲情感温暖 2.41 0.60 0.32*** 0.37*** -0.21***

父亲过度保护 2.10 0.47 -0.08 -0.01 0.49*** 0.02

母亲拒绝 1.68 0.57 -0.17*** -0.12** 0.57*** -0.10* 0.34***

母亲情感温暖 2.57 0.61 0.33*** 0.39*** -0.13** 0.59*** 0.01 -0.36***

母亲过度保护 2.21 0.50 -0.07 -0.01 0.39*** 0.08 0.55*** 0.56*** -0.01

  注:
 

*:
 

p<0.05;
 

**:
 

p<0.01;
 

***:
 

p<0.001.

1.4.3 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生涯规划间的中介作用

由相关分析可得,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与研究假

设相符;
 

而父母拒绝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呈显著负相关,
 

父母过度保护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

心理素质的相关不显著.
 

因此,
 

本研究后续以父母情感温暖和父母拒绝为自变量、
 

职业生涯规划为因变量、
 

整体心理素质为中介变量考察其中介效应.
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样本量5000,

 

95%的置信区间)分析中介效应[38],
 

结果显

示(图2):
 

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对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
1=0.05,

 

c'
2=0.05,

 

CI1:
 

[-0.03,
 

0.09],
 

CI2:
 

[-0.03,
 

0.10]);
 

整体心理素质在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与职业生涯

规划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a1=0.21***,
 

a2=0.27***,
 

CI:
 

[0.13,
 

0.40];
 

b=0.66***,
 

CI:
 

[0.35,
 

0.48]),
 

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72(CI:
 

[0.04,
 

0.13]),
 

0.77(CI:
 

[0.07,
 

0.15]).
 

而父母拒绝对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
3=0.01,

 

c'
4=-0.09,

 

CI3:
 

[-0.05,
 

0.06],
 

CI4:
 

[-0.12,
 

0.01]),
 

整体

心理素质在父母拒绝与职业生涯规划间不存在中介作用(a3=-0.01,
 

a4=-0.03,
 

CI:
 

[-0.13,
 

0.12];
 

b'=0.65***,
 

CI:
 

[0.36,
 

0.46]).
 

由此可知,
 

父母情感温暖是通过心理素质来影响中职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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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介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α: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图2 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生涯规划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2 研究2
2.1 被 试

由研究1的被试自愿报名,
 

考虑到高三学生即将外出实习,
 

故从高一、
 

高二年级的被试中选出心理素

质各维度分及总分、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各维度分及总分均低于其平均值,
 

且得分相近者为被试,
 

最终得到

16名被试,
 

并将其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其中实验组4名男生,
 

高一、
 

高二年级各2人;
 

4名女生,
 

高一、
 

高二年级各2人;
 

对照组5名男生,
 

高一3人,
 

高二2人;
 

3名女生,
 

高一2人,
 

高二1人.
2.2 研究工具

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问卷,
 

同研究1.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修订版),

 

同研究1.
2.3 研究程序

研究2采用2(干预方案:
 

实验组、
 

对照组)×2(时间:
 

前测、
 

后测)的随机对照前后测设计,
 

因变量为

被试通过问卷得分反映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水平.
 

根据团体辅导的时间设置[25]和被试的课程

安排,
 

本研究选取社团活动课的时间段,
 

实验组在团体领导者的带领下,
 

进行每周2次、
 

持续4周的萨提亚

模式团体辅导,
 

每次用时1.5
 

h左右,
 

不超过2
 

h,
 

团体领导者为1名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
 

对照

组同往常一样上社团活动课.
 

2组被试在团体辅导干预前和干预后都进行一次问卷测试,
 

并让实验组被试

对自己在参与团体辅导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行自我评估.
2.4 “认识自我、

 

展望明天”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干预方案

本次团体辅导以萨提亚模式为基础,
 

其工作目标包括3个方面:
 

个人内在、
 

人际互动和原生家庭[39].
 

通过个人内在冰山模型、
 

个性部分舞会、
 

沟通姿态、
 

家庭图等具体技术,
 

引导个体察觉自己的价值、
 

信念、
 

感受和渴望,
 

宣泄被压抑的情绪,
 

接纳自己的过去,
 

进而从个性、
 

认知、
 

适应性3个方面入手提升个体的心

理素质水平.
整个团体辅导共包含8次活动(表2),

 

每次活动进行3个板块:
 

①
 

热身活动或冥想体验,
 

让成员将注

意力集中于本次活动的主题,
 

调动其积极性;
 

②
 

与本次活动目标紧密联系的团体活动;
 

③
 

分享和总结,
 

团

体成员分享自己的感受,
 

团体领导者给予总结和积极性的反馈.
表2 “认识自我、

 

展望明天”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活动过程表

活动次数 干 预 目 的 具 体 活 动 内 容

第一次

相识是缘
初步认识、

 

建立信任.
 

1.自我介绍;
 

2.签订团体辅导协议;
 

3.人际互动滚雪球;
 

4.思

考、
 

澄清与分享对团体的期待.
 

作业:
 

记住成员名字,
 

记录团体

活动感受.

第二次

信任之旅
加强团队成员对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1.棒打薄情郎;
 

2.介绍萨提亚模式;
 

3.信任跌倒及交流分享;
 

4.思

考与分享:
 

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作业:
 

记录团体活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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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活动次数 干 预 目 的 具 体 活 动 内 容

第三次

良性互动

让成员明确自己的人际交往模式,
 

了解

自己在沟通中存在误差的原因.
 

1.萨提亚冥想;
 

2.猜猜我在做什么;
 

3.简单讲解互动中的成分

干预技术;
 

4.分享自己曾经在沟通中被误会的经历.
 

作业:
 

记录

团体活动感受.

第四次

沟通姿态
了解沟通姿态,

 

学会表里一致的沟通.
 

1.萨提亚冥想;
 

2.我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
 

3.领导者讲解萨提

亚的沟通姿态;
 

4.成员互动分享自己的沟通姿态以及家庭成员

的沟通姿态.
 

作业:
 

记录团体活动感受.

第五次

原生家庭
发现自身资源,

 

感受来自家庭的能量.
 

1.天气预报;
 

2.原生家庭讲解;
 

3.绘制家庭关系图;
 

4.思考与

分享:
 

谁对自己影响最大,
 

去接纳父母身上的缺点.
 

作业:
 

记录

团体活动感受.

第六次

冰山理论

觉察自己深层的渴望和需求,
 

了解自己

内心的想法.
 

1.介绍冰山理论;
 

2.学会转化自己的消极情绪,
 

分享自己深层

的渴望;
 

3.我的五样(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
 

作业:
 

记录团体活

动感受.

第七次

整合资源
整合内部资源,

 

规划未来.
 1.我的盾牌;

 

2.个性部分舞会;
 

3.10年之后的我;
 

4.思考与分

享:
 

做最好的自己.
 

作业:
 

记录团体活动感受.

第八次

总结收获
回顾总结,

 

处理离别情绪.
 1.30天改善计划;

 

2.回顾整个过程;
 

3.天气预报;
 

4.真情告白;
 

5.告别:
 

分享在整个过程中的收获和感受.

2.5 干预结果分析

描述统计情况见表3.
表3 实验组和对照组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心理

素质

认知

特性

个性

品质

适应

能力

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

生涯

探索

生涯

决策

生涯行动

及监控

实验组(n=8)前测 2.27±0.342.31±0.502.52±0.522.36±0.282.18±0.182.30±0.302.16±0.262.08±0.24

后测 3.05±0.392.70±0.263.25±0.353.00±0.212.55±0.262.73±0.282.38±0.232.49±0.40

对照组(n=8)前测 2.83±0.502.61±0.242.70±0.352.71±0.232.11±0.202.26±0.282.23±0.241.90±0.35

后测 2.31±0.402.83±0.372.86±0.462.67±0.292.09±0.192.27±0.292.02±0.251.97±0.32

2.5.1 心理素质及各维度的具体分析

对整体心理素质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对心理素质干预效果的交互效应有统

计学意义[F(1,
 

14)=41.75,
 

p<0.001].
 

在此基础上做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
 

在分组条件下,
 

时间的

简单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经过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
 

心理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F(1,
 

14)=30.30,
 

p<0.001];
 

时间在对照组上的简单效应也有统计学意义[F(1,
 

14)=13.20,
 

p<0.01].
 

在时间条件下,
 

分组在前测水平[F(1,
 

14)=6.97,
 

p<0.05]和后测水平[F(1,
 

14)=14.02,
 

p<0.01]上的简单效应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适应能力维度分析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26.05,
 

p<0.001],
 

时间在实验组上的简单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45.19,
 

p<0.001],
 

在对照组上的简单效应无统

计学意义[F(1,
 

14)=0.25,
 

p>0.05],
 

说明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能够显著提升实验组的适应能力;
 

分

组在前测水平[F(1,
 

14)=7.49,
 

p<0.05]和后测水平[F(1,
 

14)=6.69,
 

p<0.05]上的简单效应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参与团体辅导的被试是自愿报名,

 

因此尽管主试有意识地在报名者中选择得分相近的被试,
 

实验

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的心理素质总分以及适应能力维度得分的差异仍存在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在整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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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和适应能力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实验组;
 

但在干预后,
 

实验组的整体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维度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
 

由此可见,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对于提高被试的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效果.
个性品质维度分析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6.16,
 

p<0.05],
 

在

此基础上做简单效应分析,
 

在分组条件下,
 

实验组干预前后的简单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19.89,
 

p<0.01],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简单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
 

14)=0.90,
 

p>0.05],
 

说明萨提亚模式团体

辅导能够显著提升实验组的个性品质水平;
 

分组在前测水平[F(1,
 

14)=0.71,
 

p>0.05]和后测水平

[F(1,
 

14)=3.67,
 

p>0.05]上的简单效应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分组对被试个性品质的影响不受时

间因素的干扰.
认知特性维度分析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
 

14)=1.00,
 

p>0.05],
 

2组

前后测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F(1,
 

14)=12.51,
 

p<0.01],
 

但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1,
 

14)=1.86,
 

p>0.05],
 

说明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在提升被试认知特性方面没有明显效果.
综上,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对于提升个体的个性品质及适应能力具有显著作用,
 

进而可以提升个体的

整体心理素质.
2.5.2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各维度的具体分析

对整体职业生涯规划能力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发现分组与时间对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干预效果的

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11.39,
 

p<0.01].
 

在分组条件下,
 

实验组干预后的职业生涯规划能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F(1,
 

14)=20.23,
 

p<0.01];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
 

14)=
0.08,

 

p>0.05].
 

在时间条件下,
 

前测时分组的简单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
 

14)=0.46,
 

p>0.05],
 

后测时分组的简单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16.58,
 

p<0.01].
 

可见,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能够显

著提升被试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实验组在干预后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显著高于干预前;
 

干预后实验组

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显著高于干预后对照组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生涯决策维度的分析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1,
 

14)=10.89,
 

p<0.01].
 

在此基础上做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
 

在时间条件下,
 

2组在干预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
 

14)=
0.40,

 

p>0.05],
 

干预后2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
 

14)=9.10,
 

p<0.01];
 

在分组条件下,
 

实验组和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简单效应均存在统计学意义[F(1,
 

14)=5.44,
 

p<0.05].
 

说明实验组经过萨提亚模式

团体辅导,
 

生涯决策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对于生涯探索维度的干预效果,

 

2组干预后的差异[F(1,
 

14)=5.48,
 

p<0.05]、
 

2组前后测的差异

[F(1,
 

14)=5.08,
 

p<0.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为[F(1,
 

14)=4.61,
 

p=
0.05].

 

在分组条件下,
 

实验组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
 

14)=9.69,
 

p<0.01],
 

对照组干预

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
 

14)=0.01,
 

p>0.05];
 

在时间条件下,
 

前测时分组的简单效应无统计

学意义[F(1,
 

14)=0.08,
 

p>0.05],
 

后测时分组的简单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
 

14)=10.39,
 

p<
0.01],

 

说明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能够显著提升被试的生涯探索能力.
生涯行动与监控维度的分析结果表明,

 

分组与时间的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
 

14)=4.01,
 

p>
0.05],

 

2组前后测的差异[F(1,
 

14)=7.74,
 

p<0.05]、
 

2组干预后的差异[F(1,
 

14)=5.91,
 

p<0.05]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能够提升被试的生涯行动与监控能力.
综上,

 

在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方面,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通过提高心理素质,
 

显著提升了个体的生涯决

策能力和生涯探索能力,
 

对生涯行动及监控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进而提升了个体的整体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

3 讨 论

3.1 整体心理素质在中职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1以中职生为对象,
 

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素质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之间的关系.
 

首先,
 

积

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即父母情感温暖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而父母拒绝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呈显著负相关,
 

该结论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即父母教养方式中对孩子未来职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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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母亲情感温暖[13],
 

而忽视型对孩子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最为消极[15].
 

因此,
 

与父母情感交流较多、
 

得

到父母较多理解和关注的孩子,
 

将会更看重职业生涯规划的作用,
 

并进行更多的职业探索.
其次,

 

整体心理素质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均呈显著正相关,
 

与父母拒绝均呈显著负相关,
 

符合前人

的研究结果[23];
 

而整体心理素质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以往研究尚未探讨心理素质和职业生

涯规划的关系,
 

仅存在对与心理素质内涵相近的概念心理资本的探讨.
 

心理资本是一种对个人发展途径具

有积极作用的心理资源,
 

对个体成长和表现的提升具有推进作用[40-42].
 

已有研究表明[43],
 

中职生的心理资

本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高低,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由此可见,
 

心理素质水

平较高的中职生具有较高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基于以上相关分析,

 

进一步考察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间的中介作用,
 

结

果显示,
 

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教养方式的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和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间发挥显著的完全

中介作用,
 

验证了研究假设,
 

说明父母情感温暖这2种积极的教养方式不是直接影响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

划能力,
 

而是通过心理素质对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产生影响.
 

由此可知,
 

家庭中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感温

暖,
 

与孩子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
 

不仅能够提升子女的心理素质水平,
 

还可通过其心

理素质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升子女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44].
 

此外,
 

父亲拒绝、
 

母亲拒绝这2种消极的教养

方式与整体心理素质、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呈显著负相关,
 

说明父母对子女过度严厉将阻碍其未来职业发

展[13].
 

综上,
 

研究1聚焦于中职生群体,
 

结果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心理素质,
 

进而正向

预测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意义.
3.2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干预效果分析

研究2在研究1的基础上,
 

通过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对被试的心理素质进行干预,
 

探索提高中职生职

业生涯规划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心理素质、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总平均分及各个维度进行

前后测对比.
 

在团体辅导干预前,
 

实验组和对照组除心理素质及其适应能力维度有显著差异外(对照组显

著高于实验组),
 

心理素质的其他维度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总平均分及各维度均无显著差异,
 

基本可以判

定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同一水平,
 

为接下来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参考依据.
 

通过一个月的以“认识自我、
 

展望明

天”为主题的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后,
 

实验组在心理素质、
 

适应能力维度、
 

个性品质维度和职业生涯规划能

力及其3个维度方面的后测得分均显著高于前测得分,
 

表明团体辅导活动能够有效提高中职生的心理素

质,
 

进而提升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对照组在适应能力维度、
 

个性品质维度、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生涯探索

维度上的得分前后测差异不显著,
 

但在心理素质、
 

生涯决策维度的前后测得分上出现了显著差异,
 

经过一

个月的社团活动课,
 

对照组的整体心理素质水平和生涯决策水平明显下降.
 

该结果一方面印证了萨提亚模

式团体辅导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也启发中职学校需安排更有指向性的课程内容,
 

例如分别设置锻炼学生适

应能力和个性品质的课堂活动,
 

根据实际情况推行小组、
 

小班教学,
 

将萨提亚团体辅导方式与职业规划相

关课程结合,
 

对中职生进行更加明确和具体的指导,
 

从而通过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的方式提升其职业生涯

规划能力.
在认知特性维度方面,

 

实验组的得分在干预后有所上升,
 

但不显著.
 

认知特性是构成心理素质的最基

本要素,
 

反映个体对客观事物具体认知,
 

从出生起便对个体产生影响[24],
 

因此改变认知需要长期的干预.
 

研究2认知特性维度的结果表明,
 

一个月8次的团体辅导活动作用仍然有限.
 

此外,
 

分组与时间对生涯探

索维度的交互效应为[F(1,
 

14)=4.61,
 

p=0.05],
 

后续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该交互效应显著,
 

但由

于团体辅导干预遵循自愿报名原则,
 

因此符合本研究要求的被试数较少,
 

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只有8人,
 

这是可能导致统计结果出现误差的重要原因.
研究2团体辅导方案中的“良性互动”

 

“沟通姿态”运用了萨提亚模式的互动成分技术和沟通姿态,
 

团体领

导者通过讲解技术,
 

让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重新审视自己和别人互动的模式,
 

发现自己与他人沟通时存在的

问题,
 

提升自尊,
 

进而在沟通交流的实践中改变应对模式,
 

学会并适应表里一致的沟通,
 

降低对别人传达信息

的误解,
 

对心理素质的个性品质、
 

适应能力维度展开工作,
 

从而提高心理素质[30].
 

“原生家庭”运用了萨提亚

模式的家庭重塑技术,
 

对认知进行工作,
 

为成员们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家庭成员和生活轨迹的新视角,
 

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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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自己和家人提升积极情感水平,
 

使其个性品质向积极方向成长,
 

增强适应能力,
 

从而让成员们给予自身更

大的可能性和自由,
 

变得更有责任感,
 

提升心理素质[45].
 

“冰山理论”则是帮助团体成员透过外在的行为去发

现真正的自我,
 

了解自己生命中被忽略、
 

压抑的渴望和期待,
 

通过个性品质的成长提升心理素质水平.
 

最后,
 

团体辅导方案中的“整合资源”帮助那些认为自己并没有资源的成员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潜在的宝藏”,
 

认识

到自己的资源都在沉睡,
 

需要被唤醒,
 

个体身上的每一种成分都是可以通过转化变成自身资源的,
 

进而提升个

体的自尊水平,
 

使个性品质得到成长[29].
 

“我的五样”
 

“十年之后的我”
 

“三十天改善计划”等活动,
 

使成员能够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现在所处的环境对未来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并为此奋斗,
 

不仅对心理素质的适应能力

维度进行了工作,
 

并且通过心理素质影响了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在“信任之旅”

 

“良性互动”和“沟通姿态”环节中,
 

团体成员能够更好地察觉到自己与别人交流时的沟

通姿态,
 

学习表里一致的沟通,
 

并从活动中学会信任他人,
 

通过其他成员对自身的积极反馈,
 

提升与别人

交流时的自信,
 

极大地减轻了现实中和别人交往的心理负担,
 

提升了人际沟通能力.
 

由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的维度可知,
 

生涯探索能力主要包括自我认知和对职业的认知,
 

当个体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和别人交流对自

己的看法时,
 

会对自我产生更清晰的认识,
 

并对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有更多的了解.
 

而“原生家庭”
 

“冰山理

论”
 

“整合资源”几个环节的重点则在于让成员通过审视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发觉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

与期待,
 

回顾自己以往的成功经历,
 

意识到自身蕴含着等待被唤醒的丰富资源,
 

从而提升自身能量感,
 

提

高自尊水平.
 

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生涯决策维度主要包括目标管理和职业定向2个因子,
 

生涯行动及监控

维度主要包括计划执行、
 

自我监控和自我提升3个因子,
 

当个体的自信水平较高时,
 

自我择业效能感就越

高.
 

研究表明,
 

自信水平可以有效预测择业效能感,
 

自信水平的提高对提高择业效能感有很好的作用[46].
 

自信水平提高,
 

团体成员可以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
 

对自己的职业定向有更清晰的认识,
 

且在执行自己的

计划时对自己的行动有更好的监控.
3.3 不足和展望

首先,
 

本研究的被试选择存在局限性.
 

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所中职学校,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

结果的代表性,
 

尽管考虑到团体辅导人数的选择,
 

但研究2的被试数仍然较少,
 

可能造成统计结果出现偏

差.
 

其次,
 

团体辅导时间的安排较为紧密,
 

且团体的领导者人数较少,
 

资质有待提升.
 

以往研究表明[25],
 

团

体辅导每周一次最佳,
 

当团体成员多于5个人时,
 

需要有1个以上的领导者带领,
 

领导者需具备128学时

的团体咨询培训经历.
 

由于时间关系,
 

研究2安排了一周2次团体辅导,
 

有8位团体成员,
 

但只有1位应用

心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作为领导者,
 

一些成员在团体辅导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忽视,
 

降低了团体辅导效果.
 

研究2的实验组团体成员自我报告显示团体辅导效果良好,
 

但可能存在期望效应的影响,
 

且无法确认成员

对团体辅导的内隐态度是否积极.
因此,

 

未来研究可更合理地选取被试,
 

例如尽可能选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校,
 

扩大被试数并安排相

应的团体领导者;
 

还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手段,
 

例如问卷法辅以访谈法、
 

实验法等其他方法;
 

合

理分配团体辅导时间,
 

一周1次团体辅导,
 

5人以上安排2位领导者,
 

并探索团体成员内隐态度的测量方

法,
 

从而保证团体辅导的效果更好.

4 结 论

1)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心理素质和职业生涯规

划能力呈显著正相关,
 

整体心理素质在父母情感温暖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父母情

感温暖的教养方式通过影响中职生的心理素质进而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2)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对于提升中职生的个性品质及适应能力具有显著效果,
 

进而提升中职生的整

体心理素质水平;
 

萨提亚模式团体辅导能够通过提高中职生的心理素质水平,
 

提升其生涯决策能力、
 

生涯

探索能力和生涯行动及监控能力,
 

进而提升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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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proving
 

that
 

psychological
 

suzhi
 

is
 

the
 

intermediate
 

factor
 

between
 

paren-
ting

 

styles
 

and
 

the
 

capability
 

of
 

career
 

planning,
 

and
 

improving
 

the
 

career
 

planning
 

cap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via
 

using
 

the
 

group
 

counseling
 

of
 

Satya
 

model
 

to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psychological
 

suzhi.
 

In
 

Study
 

1,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volving
 

511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Study
 

2,
 

16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do
 

the
 

group
 

counseling
 

of
 

Satya
 

mode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group
 

activities
 

in
 

class.
 

The
 

results
 

of
 

the
 

two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psychological
 

suzhi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emotional
 

warmth
 

from
 

parents
 

and
 

career
 

planning
 

capa-
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hat
 

the
 

Satya
 

model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can
 

significant-
ly

 

enhance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moreover,
 

it
 

can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for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of
 

career
 

plann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
 

parenting
 

style;
 

psychological
 

suzhi;
 

capability
 

of
 

career
 

plan-
ning;

 

The
 

Saty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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