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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机制,
 

采用父母教养行为问卷、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

表与职业生涯探索量表对河南省2
 

103名高校大学生进行测量.
 

研究发现:
 

大学生消极父母教养行为,
 

如拒绝和过

度保护,
 

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
 

积极父母教养行为,
 

如父母情感

温暖,
 

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探

索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
 

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β=-0.28,
 

p<0.001)和职业生涯探索(β=

-0.26,
 

p<0.001)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β=0.31,
 

p<0.001)和职

业生涯探索(β=0.27,
 

p<0.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积极与消极教养行为对

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大学生的父母教养行为可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探索,
 

也可通

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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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o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exploration,
 

2
 

103
 

higher
 

college
 

students
 

in
 

Henan
 

province
 

were
 

measured
 

with
 

the
 

pa-
rental

 

rear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he
 

career
 

decision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care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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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of
 

college
 

students,
 

such
 

as
 

rejection
 

and
 

ex-
cessive

 

protection,
 

were
 

in
 

a
 

highly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p<0.01)
 

with
 

their
 

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exploration;
 

their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such
 

as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were
 

in
 

a
 

high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p<0.01);
 

and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
efficacy

 

was
 

in
 

a
 

high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p<0.01)
 

with
 

their
 

career
 

exploration
 

(p<0.01).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
cacy

 

(β=-0.28,
 

p<0.001)
 

and
 

career
 

exploration
 

(β=-0.26,
 

p<0.001).
 

Positive
 

parent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β=0.31,
 

p<0.001)
 

and
 

career
 

exploration
 

(β=0.27,
 

p<0.001).
 

The
 

self-efficacy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on
 

career
 

exploration
 

of
 

vocation-
al

 

college
 

students
 

(χ2/
 

df=1.91,
 

RMSEA=0.04,
 

GFI=0.98,
 

NFI=0.98,
 

IFI=0.99,
 

CFI=0.99).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ir
 

career
 

exploration
 

and
 

indirectly
 

in-
fluenced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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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bel[1]在其著名的职业发展理论中指出,
 

职业选择是个体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承载着自我价

值实现的核心方式.
 

大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价值理念、
 

认知模式以及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
 

积极探索并选

择契合自己能力和性格的职业,
 

规划自己的职业前景,
 

并形成一个稳定的目标是其该阶段的主要任务.
 

在

这一过程中,
 

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所谓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根据对自我的内在认知

以及外在的社会需求,
 

通过对自我以及社会环境的积极探索,
 

明确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
 

并做出职业生涯

规划,
 

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2].
 

有效且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有助于个体进一步清晰自己的职业定位,
 

并能够显著预测其在职业生涯中的工作满意度[3].
 

因此,
 

深入探讨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形成以及发展机

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
个体职业生涯探索的形成与发展受其自身以及家庭两方面因素的影响[4-5],

 

研究者们已经将家庭因素

细分为结构以及过程2个变量维度,
 

前者衡量家庭的客观属性,
 

如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水平等,
 

后者

描述家庭成员之间在心理层面上的相互作用.
 

其中作为父母影响其子女的重要变量,
 

父母教养行为在职业

生涯探索的研究中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
 

父母教养行为描述了子女在成长过程中,
 

父母对其采取的教

养态度或行为的集合,
 

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6].
 

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行为对个体职业生涯

探索行为的影响模式[7-9].
 

研究者们依照不同的测量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对父母教养行为进行分类,
 

发现父

母积极或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子女职业生涯探索在频率和广度上的提升[7];
 

反之,
 

当父母采取忽视

或惩罚型的教养方式时,
 

则会降低子女的职业探索水平以及入职后的职业满意度[7,10].
虽然现有研究已证实父母教养行为对个体职业探索的影响,

 

但父母教养行为影响职业探索的机制尚不

明确.
 

曲可佳等[8]在自我决定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父母教养行为影响大学生职业探索的中介模型,
 

发现父

母教养行为能够通过影响大学生的自主性,
 

进而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探索行为.
 

然而职业探索受个体多个

方面心理变量的影响[11-13],
 

一些心理变量,
 

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与个体的职业探索以及父母教养行为

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实现职业决策相关行为目标所需要的能力的信

念或判断[14],
 

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一系列行为[15].
 

有研究发现,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能够

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16],
 

并能够通过影响职业生涯规划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力表现[17];
 

Gushue等[18]也发现,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大学生,
 

其职业自我概念分化程度就越高,
 

参与职

业探索活动更加积极.
 

不仅如此,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职业同伴支持以及主动性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探

索的影响中均扮演着中介的作用[19-20].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其职业生涯探索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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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家庭教养方式存在紧密的联系.
 

张百艺[21]发现

父母教养方式既能够直接影响高中生的未来职业规划,
 

也可以通过提升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接施加这

一影响;
 

Lease等[22]的研究则显示,
 

威权型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具有预测作用.
 

鉴

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个体职业行为中的调控作用[23],
 

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

感,
 

进而间接影响其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行为.
 

据此,
 

本研究提出核心假设: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介了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
 

通过大样本数据,
 

建立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的

间接效应模型,
 

以考察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机制.
 

为评估间接模型的合理性,
 

本研

究同时建立了与之竞争的直接效应模型(图1).
 

此外,
 

鉴于不同性质的父母教养行为可能以相反的方式作

用于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发展[24-25],
 

本研究在当前的研究中分别将消极或积极的父母教养行为因子作为独立

的预测变量,
 

以此揭示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的作用机制.

图1 直接效应模型以及间接效应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
 

选取河南理工大学、
 

郑州工商学院、
 

焦作大学、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漯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等河南省5所高校2
 

13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发放调查问卷2
 

130份,
 

其中回收有效

问卷2
 

103份,
 

有效率为98.7%.
 

有效问卷中,
 

男生1
 

305人,
 

女生798人;
 

所有有效测试者平均年龄为

20.3岁,
 

标准差为1.61,
 

范围为18~24岁;
 

城镇学生564人,
 

农村学生1
 

539人;
 

独生子女214人,
 

非

独生子女1
 

889人;
 

文科专业457人,
 

理工科专业1
 

646人;
 

学生干部84人,
 

非学生干部2
 

019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教养行为

父母教养行为问卷采用蒋奖等[26]修订后的S-EMBU-C量表,
 

该量表包括拒绝、
 

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3
个维度,

 

分为父亲教养行为和母亲教养行为2个部分,
 

共21道题,
 

采取4点计分.
 

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92,
 

3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0.82,0.80.
1.2.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由彭永新等[27]修订.
 

该量表共分为5个维度,
 

分别是:
 

①
 

自我评价.
 

即个体对职业决策过程中自我效能的一般评估;
 

②
 

收集信息.
 

即个体在完成职业决策过程中对收集相关信

息方面效能上的评估;
 

③
 

选择目标.
 

即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选择目标效能的自我评估;
 

④
 

制定规划.
 

即

个体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制定计划方面效能上的自我评估;
 

⑤
 

问题解决.
 

即个体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

中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的自我效能评估.
 

量表共39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
 

从“完全没有信心”到
“非常有信心”.

 

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5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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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0.82,0.85.
1.2.3 职业生涯探索

职业生涯探索量表采用许存[28]的修订版,
 

该量表包括4个维度,
 

分别为:
 

①
 

环境探索.
 

即个体对职业

相关环境的探索;
 

②
 

自我探索.
 

即个体对自身适合何等职业的内在探索;
 

③
 

目的探索.
 

即对自己从事某项

职业本身目标的探索;
 

④
 

信息探索.
 

即对特定职业所涉及的全部相关信息的探索,
 

共18个项目.
 

量表采用

5点计分,
 

从“很少”到“非常多”.
 

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为0.87,0.88,0.83,0.84.
1.3 数据收集与处理

以专业与年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主试由研究者担任.
 

施测时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并在告知被试匿

名以及测量数据仅作为科研用途的前提下进行.
 

运用SPSS
 

23.0软件和AMOS
 

17.0软件进行数据的进一

步处理与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测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29],
 

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
 

产

生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0.03%,
 

其小于40%的临界标准,
 

表明本

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2 结果与分析

2.1 父母教养行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职业生涯探索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父母教养行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父母拒绝与过度保

护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的所有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
 

父母情感温暖和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感及职业生涯探索的所有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表1).
 

可见,
 

相关分析的研究结果满足了

进一步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表1 研究变量的平均数(M)、

 

标准差(SD)以及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父亲拒绝 1

2父亲情感温暖 -0.27** 1

3父亲过度保护 -0.24** 0.21** 1

4母亲拒绝 0.17* -0.10* -0.18** 1

5母亲情感温暖 -0.21* 0.22** 0.21** -0.48*** 1

6母亲过度保护 -0.24** 0.31*** 0.27** -0.36*** 0.43*** 1

7自我评价 -0.36*** 0.33*** 0.20** -0.36*** 0.38*** 0.21** 1

8收集信息 -0.22** 0.22** -0.21** -0.23** 0.24** -0.11* 0.41*** 1

9选择目标 -0.27** 0.24** -0.19** -0.31*** 0.29***-0.08* 0.39*** 0.37*** 1

10制定规划 -0.23** 0.23** -0.27** -0.25** 0.34***-0.17** 0.29** 0.41*** 0.32*** 1

11问题解决 -0.26** 0.26** -0.22** -0.31*** 0.25** -0.21** 0.37*** 0.39*** 0.38*** 0.46*** 1

12环境探索 -0.19* 0.23** -0.23** -0.32*** 0.25** -0.42*** 0.43*** 0.31*** 0.37*** 0.38*** 0.32*** 1

13自我探索 -0.23** 0.24** -0.26** -0.22** 0.38***-0.22** 0.45*** 0.25** 0.31*** 0.34*** 0.26** 0.44*** 1

14目的探索 -0.25** 0.22** -0.23** -0.35*** 0.18* -0.23** 0.34*** 0.39*** 0.33*** 0.45*** 0.33*** 0.47*** 0.34*** 1

15信息探索 -0.27** 0.24** -0.25** -0.46*** 0.25** -0.37*** 0.31*** 0.43*** 0.43*** 0.41*** 0.34*** 0.36*** 0.39*** 0.41*** 1

M 1.13 3.33 2.76 1.12 3.34 2.46 3.12 3.43 3.24 3.35 3.24 3.64 3.25 3.42 3.64

SD 0.15 0.21 0.46 0.13 0.02 0.32 0.01 0.12 0.15 0.32 0.42 0.13 0.23 0.14 0.16

  注:
 

*:
 

p<0.05;
 

**:
 

p<0.01;
 

***:
 

p<0.001.

74第10期 
 

 刘利敏,
 

等:
 

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2.2 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本研究假设,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之间的中

介作用进行检验.
 

鉴于上述的相关分析结果,
 

将父母教养行为分离为2个潜变量,
 

即将父母拒绝以及过度

保护合成为一个潜变量(消极教养行为),
 

将父母情感温暖合成为另一个潜变量(积极教养行为);
 

职业生涯

探索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在检验是否存在有中介变量的结构模型之前,

 

本研究首先检验了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

的直接效应模型(M1),
 

并将其作为存在中介效应 模 型 的 竞 争 模 型.
 

M1 的 拟 合 指 数 为:
 

χ2/df=
5.21,

 

RMSEA=0.08,
 

GFI=0.97,
 

NFI=0.97,
 

IFI=0.98,
 

CFI=0.98,
 

模型拟合效果尚可;
 

其

中消极教养行为能够负向预测职业生涯探索(β=-0.31,
 

p<0.001),
 

积极教养行为能够正向预测职

业生涯探索(β=0.33,
 

p<0.001).
以模型M1 为基础,

 

在积极教养行为以及消极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之间的关系中加入中介变量职

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构成间接效应模型(M0).
 

对模型 M0 进行模型拟合,
 

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
 

χ2/df=1.91,
 

RMSEA=0.04,
 

GFI=0.98,
 

NFI=0.98,
 

IFI=0.99,
 

CFI=0.99.
 

参考模型拟合指数的

临界值[30],
 

发现模型M0 的拟合度优于模型M1.
 

进一步的路径系数分析(图1)表明,
 

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

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0.28,
 

p<0.001;
 

β职业生涯探索=-0.26,
 

p<0.001),
 

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β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0.31,
 

p<0.001;
 

β职业生涯探索=0.27,
 

p<0.00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

涯探索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0,
 

p<0.001).
 

上述结果表明,
 

父母的积极或消极教养行为不仅

可以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
 

也可以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接作用于职业生涯探索.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分析进行检验.

 

为此,
 

本研究在原始数据(n=2
 

103)
中采用重复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5

 

000个样本,
 

根据Bootstrap样本的拟合模型,
 

计算出中介作用的平均路

径值以及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的积极或消极教养行为与职业

生涯探 索 关 系 中 的 中 介 效 应 均 达 到 显 著 水 平(95%CI父母积极教养行为-职业生涯探索 =[0.004,
 

0.053];
 

95%
CI父母消极教养行为-职业生涯探索=[0.002,

 

0.043]).
 

由图2可得,
 

在模型M0 中,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

索的中介效应值为0.08,
 

父母积极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效应值为0.09.

图2 中介作用模型图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了不同性质的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及其作用机

制,
 

发现积极或消极的父母教养行为能够以相反的模式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
 

则表明职业决策自我

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扮演着中介的作用,
 

这对于揭示父母教养行为影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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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探索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提升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3.1 父母教养行为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积极或消极的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具有相反的预测作用:
 

来自父母的情

感温暖能够促进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
 

父母的过度保护以及拒绝则会阻碍其子女的职业生涯探索行为.
 

以

往研究支持这一结果.
 

曲可佳等[31]的研究显示来自父母的支持以及信息分享能够为大学生带来“港湾效

应”,
 

有助于缓解大学生在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
 

他们的另一项研究[8]也发现,
 

父母教养行

为的情感温暖和理解、
 

母亲监控与保护以及父亲监控因素能够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
 

与之相反

的是,
 

父亲和母亲惩罚严厉因子则起着负向预测的作用.
 

于凤杰等[32]的研究则证实,
 

父母的接纳及参与能

正向预测个体当时及以后的职业探索行为,
 

而严厉和监督则仅能正向预测当时的探索行为.
 

因此,
 

在个体

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
 

来自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主要是情感温暖)以及消极(主要是拒绝和过度保护)因素

是重要的预测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国的家庭教育中一直推崇“严父慈母”的教养方式,
 

“慈母”的内涵与本研究中母亲

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基本一致,
 

但“严父”与Hargrove等[33]所说的权威型教养方式相似,
 

而不是父亲的拒绝.
 

父亲权威型教养方式有利于子女在成年之后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职业规划活动,
 

以及获得清晰而稳定的职业

目标.
 

父亲的拒绝则容易使孩子产生消极的社会退缩行为[34],
 

并且能够负向预测子女的职业决策效能感以

及职业生涯探索[9,
 

33].
3.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模型数据显示,
 

父母教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
 

还通过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间接作用于个体的职业生涯探索;
 

同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也敏感于父母教养行为的积极与消

极属性.
 

其他研究者也得到相似的中介模式,
 

具体来说,
 

父母积极的教养行为所形成的心理接纳会促进子

女在职业决策中的自我管理水平,
 

进而使其能够更主动地进行职业生涯的探索[32].
 

此外,
 

父母所表现出的

温情与理解以及母亲细致的监控与保护能够通过影响大学生的自主性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探索行为,
 

反之

亦然[35].
 

以上研究证据为我们理解家庭生态环境对个体认知行为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就是说由

父母教养行为所形成的家庭生态环境调控了个体的内在的认知控制机制,
 

进而影响了其外在的行为模

式[36].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认为,
 

在个体进行积极的职业生涯探索过程中,
 

适当的父母教养行为是重要的家

庭生态因素,
 

其能够通过激发并调动个体的一些内在品质,
 

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或自主性,
 

间接影响个

体的职业生涯探索.
3.3 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培养的启示

当前的研究结果提示,
 

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不能割裂其与家庭之间的链接,
 

学校方应积极检测学生

所感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教养行为,
 

并与消极教养行为学生的父母主动进行联系沟通,
 

通过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中心为这些学生量身定做其父母能够接受的教养行为优化方案.
 

同时也可以通过学生这一纽带建

立对父母教养行为的主动反馈机制,
 

变被动接受父母消极的教养行为为主动引导父母采用温暖有益的教养

行为.
鉴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

 

社会以及个

体本人应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为其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心理层面上的支持.
 

为此,
 

学

校方可以设计并添加相应的教学模块,
 

培养并建立相关的师资人才库,
 

将提升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作为教学一个必要的常规环节来把控.
 

针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
 

建立除常规教学以外的自我

帮扶机制,
 

完善相应的资料库及案例库,
 

为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提供有价值的自我提升指导方案.
 

在具体的

实践中培育并提升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增强其职业规划与创业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
 

从而为

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原动力[37].

4 结 论

1)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如拒绝和过度保护,
 

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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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父母教养行为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负相关;
 

积极父母教养行为如父母情感温暖,
 

与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以及职业生涯探索均呈显著正相

关;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探索存在显著正相关.
2)

 

父母消极教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而积极教

养行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行为方面,
 

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影响

中均发挥着中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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