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卷第8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21年8月

Vol.43 No.8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Aug. 2021

DOI:
 

10.13718/j.cnki.xdzk.2021.08.017

高一学生自我同一性对职业成熟度的
影响: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曹 璇1, 孟泓沁2, 王 旭3

1.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德育与心理教育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6;

2.
 

成都市石室天府中学,
 

成都
 

610041;
 

3.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为探究高一学生自我同一性、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之间的关系,
 

采用自我同一性量表、
 

学业自我效

能感量表和职业成熟度量表,
 

对4
 

278名普通高中高一年级学生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
 

①
 

自我同一性、
 

学业自我效

能感和职业成熟度间两两显著相关;
 

②
 

自我同一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均对职业成熟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③
 

学

业自我效能感在自我同一性和职业成熟度间呈显著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
 

高一年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不仅能直接

影响其职业成熟度,
 

还能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职业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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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成熟度是指个体应对职业生涯发展相关任务方面的准备程度[1].
 

高一阶段是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

关键期[2],
 

他们要在进入高中阶段之始就为自己制定接下来3年内的学习计划和目标,
 

以应对高考的巨大

压力;
 

同时,
 

新高考的改革,
 

要求他们在这个阶段明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未来发展方向,
 

为分科和志愿填

报做好准备.
 

然而,
 

高一年级学生正处于职业探索阶段,
 

他们的职业成熟度较低,
 

对职业生涯规划欠缺了

解[3-4],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发展和职业抉择.
 

有调查发现[4],
 

42%的本科生不喜欢目前所学

专业,
 

超过半数的本科生表示,
 

如果有机会,
 

他们会重新选择其他的专业方向.
 

因此,
 

为促进高一学生未来

职业生涯的发展,
 

有必要探究高一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
职业生涯规划理论认为个体的职业生涯规划基于个体对自我的认识[5],

 

自我认知会影响他们对自身未

来职业的思考和兴趣[6],
 

同时,
 

职业生涯发展是分阶段、
 

连续的,
 

个体只有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认识,
 

才能完

成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
 

最终取得职业生涯的成功[7].
 

对于青少年来说,
 

他们对自我的认识过程就是自我

同一性建立的过程,
 

也就是从自我同一性扩散、
 

自我同一性早闭、
 

自我同一性延迟到自我同一性完成的过

程,
 

这也是青春期阶段个体心理发展的主要任务[8].
 

在自我同一性形成的过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得以发

展,
 

这对他们的工作态度、
 

职业决策和职业价值观等有着重要的影响[9].
 

而职业成熟的发展与个体的身心

成长相符[10],
 

可能会受到中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影响.
基于发展心理学和发展社会学原理提出的自我同一性的概念认为,

 

个体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之上,
 

有意

识地进行自我整合发展的过程,
 

也即自我身份的选择和认同的过程[11].
 

自我同一性占据着高中生青春期心

理发展的核心地位[12],
 

自我同一性获得的过程是学生身份定位确认的过程,
 

这与职业生涯理论中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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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个体认识职业自我、
 

职业世界并进行职业决策的过程紧密相关[13].
 

众多研究表明[14-16],
 

中学生的自我

同一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他们的职业成熟度.
 

虽然,
 

自我同一性和职业成熟度的关系已受到部分研究者的

关注,
 

但是有关自我同一性如何影响职业成熟度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己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行为能力的信念和自信[17].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

自我同一性类似,
 

都是建立在学生对其过往经历的基础之上,
 

对自身的认知、
 

评价和判断[18],
 

是一种自我

认知,
 

也是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19].
 

因此,
 

自我同一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赵晓红[20]对

高中3个年级68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
 

自我同一性中的“现在的自我投入”维度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自

我效能感,
 

同时,
 

学生在某一科目的学习上获得过较多的成就和自信,
 

会增强他在该学科上的投入和兴趣,
 

以此影响学生的未来职业选择和规划;
 

另有研究显示[21],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
 

因此,
 

本研究假设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同一性和职业成熟度显著相关,
 

并在自我同一性和职业成熟

度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系统考察高一学生自我同一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成熟度的影响,
 

并探究学

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拟帮助教育工作者为高中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做出科学指导.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成都市22个区、
 

市、
 

县的27所普通高中高一年级4
 

27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生2
 

079人

(48.6%),
 

女生2
 

199人(51.4%).
1.2 研究工具

1.2.1 自我同一性

采用张日昇[12]修订的自我同一性问卷,
 

该问卷适用于12岁至25岁青少年.
 

问卷共有12个测查项目,
 

分为3个维度:
 

“现在的自我投入”
 

“过去的危机”和“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在

0.528~0.673之间.
1.2.2 职业成熟度

采用刘慧[1]编制的中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
 

该问卷由30道题目组成,
 

问卷的同质信度为0.870,
 

重测

信度为0.741.
 

该问卷包含2个维度:
 

职业决策知识和职业决策态度.
 

其中,
 

职业决策知识包括2个方面:
 

职业自我知识、
 

职业世界知识;
 

职业决策态度包括5个方面:
 

主动性、
 

独立性、
 

稳定性、
 

功利性、
 

自信心.
 

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908.
1.2.3 学业自我效能感

采用梁宇颂[22]编制、
 

曾兴华[23]修订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该问卷由18个题目组成,
 

包括2个维度:
 

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
 

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85.
1.3 施测与统计分析

对施测者进行统一培训,
 

在相同指导语的基础上,
 

采用分层班级抽样进行集体施测,
 

由被试独立完成,
 

当场收回答卷.
 

使用SPSS
 

25.0、
 

Mplus8.3软件对各量表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
 

本研究采取 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24]来测量共同方法

变异程度,
 

结果表明,
 

所有因子中特征值大于1的数量有30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98%.
 

检验结果符合前人提出的判断条件[25],
 

意味着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可以接受.
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自我同一性、
 

职业成熟度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1所示,
 

自我同一性、
 

学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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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和职业成熟度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M SD 1 2 3

1.自我同一性 17.65 2.92 1

2.学业自我效能感 3.27 0.61 0.374** 1

3.职业成熟度 3.42 0.59 0.581** 0.448** 1

  注:
 

**:
 

p<0.01.

2.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由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可知,
 

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
 

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6].
 

另外,
 

由于中学生在自

我同一性[27]、
 

学业自我效能感[28]和职业成熟度[29]上存在性别差异,
 

本研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 Mplu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首先,
 

检验自我同一性对职业成熟度

的直接效应,
 

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良好,
 

χ2/df=25.98,
 

RMSEA=0.076,
 

CFI=0.986,
 

TLI=0.966,
 

SRMR=0.019;
 

在控制了性别之后,
 

自我同一性对职业成熟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64,
 

p=0.013),
 

可

以对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因此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
 

发现整个模

型的拟合指数良好,
 

χ2/df=27.63,
 

RMSEA=0.079,
 

CFI=0.960,
 

TLI=0.931,
 

SRMR=0.037.
 

在控

制了性别之后,
 

自我同一性(β=0.226,
 

p=0.014)和学业自我效能感(β=0.178,
 

p=0.022)均显著正向预

测职业成熟度,
 

自我同一性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β=0.229,
 

p=0.014)(图1).
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方法,
 

抽取5
 

000次样本,
 

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表2),
 

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表示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值为0.041.
表2 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的效应值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266 0.014 0.241 0.295

直接效应 0.226 0.014 0.198 0.256

间接效应 0.041 0.005 0.032 0.051

出于简洁目的未在模型图中显示性别.
 

*:
 

p<0.05.

图1 中介效应模型图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一学生的自

我同一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职业成熟

度,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
 

14-16].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自我同一性形

成的过程,
 

也是学生在校内外学习和

实践中不断探索、
 

反思进行自我身份

定位的过程,
 

该过程与高中生职业生

涯的探索阶段相重合,
 

而探索阶段是学生对职业自我知识、
 

职业世界知识进行探索和认知的阶段.
 

学生能

不断认识自我、
 

了解自我,
 

就能越快且完好度过探索阶段,
 

明确自己的喜好,
 

为自己未来职业的良好发展

而努力;
 

相反,
 

自我同一性较低的学生,
 

以往经历较少的危机,
 

对自身的认识不够明确,
 

自己的分科或志愿

填报可能都由老师和家长做主,
 

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规划没有仔细思考,
 

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探索

较少或不做探索.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自我同一性不仅能直接影响职业成熟度,
 

还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对职业成熟度产生间接影响.
 

一方面,
 

自我同一性较高的个体,
 

对自身的了解更为全面和清晰,
 

具有积极

的自我概念[30],
 

他们在长期的自我探索中对自己有着准确的定位,
 

对自己完成某些任务的能力充满自信;
 

另一方面,
 

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意味着中学生掌握着较多的职业知识[21],
 

具有强烈的自信心.
 

如果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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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方面有着较强效能感的学生,
 

他们在日常学习中更愿意学习文科知识,
 

在志愿填报时就更可能倾向于报

考与文科相关的专业;
 

反之,
 

在理科领域有着较强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
 

更可能报考与理科相关的专业

方向.
 

也就是说,
 

自我同一性较高的学生,
 

在以往的学习经历和实践过程中,
 

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逐渐加

深,
 

知道自己在哪些学科具有优势,
 

从而增强自己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并在这些优势学科上继续努力,
 

促

进自身职业成熟度的提高.

4 教育启示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进行,
 

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势在必行[31].
 

本研究发现,
 

高中学生自我同一性对

职业成熟度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在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中,
 

应同时考虑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
 

并对其进行干预,
 

以提高学生的职业

成熟度.
首先,

 

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
 

更相信自己拥有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能力,
 

这种积极的认识给他们

带来更高的自信心水平[17].
 

由于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
 

学业自我效能感也是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重要组成

部分,
 

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往往能够将这份胜任感泛化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在教育实际中随处可

见.
 

因此,
 

在关注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应持续关注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发展,
 

本质上

职业生涯发展和学业发展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学生因为拥有职业生涯规划的清晰目标,
 

能更好地投入到当

下的学习之中;
 

学生在学习中的切实收获和成功体验,
 

又转而成为他们向目标前行的动力.
 

将职业生涯规

划和学业学习相结合,
 

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
 

是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的目标之一.
其次,

 

自我同一性有较高的统摄性,
 

它被认为是青年期心理社会发展的中心整合结构,
 

它与职业成熟

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可以说,
 

对职业自我的探索和认识原本就是自我同一性建构的一个侧面.
 

自我同一

性处于形成地位的个体,
 

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
 

更强的认同感,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中也包括自己想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
 

什么样的职业,
 

因此,
 

辅导学生探索并逐步形成自我同一性,
 

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形成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愿景.
 

同时,
 

自我同一性的课程应当帮助学生避免产生消极的自

我认同,
 

或是自我同一性扩散、
 

混乱[32].
 

在如今的教育环境下,
 

就读于职业中学、
 

大专院校往往被认为是

学业失败的选择.
 

然而,
 

随着社会发展,
 

技术型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个人发展而言,
 

掌握适合自己的一

技之长,
 

能够安身立命,
 

甚至成为一门技艺的佼佼者,
 

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渠道.
 

对学生进行自我同一

性的干预,
 

可以帮助学生自我认识、
 

自我发现,
 

找到前进之路,
 

进而引导学生通过努力获得自我突破、
 

自我

实现,
 

这也是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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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men
 

on
 

Career
 

Matur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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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qin2, WANG X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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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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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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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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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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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matu-
rity,

 

4
 

278
 

high
 

school
 

freshmen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elf-identity
 

scale,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ale
 

and
 

career
 

maturi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self-identity,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maturity;
 

that
 

both
 

self-identity
 

and
 

self-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role
 

for
 

career
 

maturity;
 

and
 

that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i-
dentity

 

and
 

career
 

maturity.
 

In
 

conclusion,
 

self-identity
 

of
 

high
 

school
 

freshmen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
fect

 

their
 

career
 

maturity,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career
 

maturity
 

through
 

academic
 

self-efficacy.
Key

 

words:
 

self-identity;
 

academic
 

self-efficacy;
 

career
 

maturit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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