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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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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及性格特点之间的关系，采用自编《研究生就业心理调查问
卷》对７５０名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压力感受、就业准备、就业态度、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等方面展开调查。结果

显示：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及性格均呈极其显著正相关；职业规划、专业认同及性格都对就业心理有一

定的正向预测作用。职业规划、专业认同及性格共同影响研究生的就业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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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研究生就业率不及本科生的“倒挂”现象，研究生群体就业压力倍增。如何有效

帮助研究生明确自身发展道路，以更好的状态面对就业，避免出现就业危机，成为每个高校关注的重要

问题。

职业规划是个体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与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对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进行持续的系统

的计划的过程，能有效帮助个体知己知彼，确定最佳职业奋斗目标，并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实现“人 －
职”的最优匹配。已有研究发现，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很多毕业生缺少就业前的思考和心理准备，对

自身和职业的了解程度都低，缺乏职业规划，７２．３％的研究生读研前从未规划过职业发展，仅１０．５％ 的
个体有长期不变的职业目标［１］。而且，当前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总体不高，职业兴趣不清晰，继

而影响其就业满意度，职业规划和专业承诺对就业取向有间接性的中介作用［２］。此外，还有研究表明，

多种人格特质影响个体的就业焦虑水平，积极人格与就业能力间存在显著相关性［３］。求职人员是否具

有开朗、乐观、乐于与人沟通的性格，成为用人单位着重考察的环节，在外部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

具有良好人格特征者被优先录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４］。

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因素对就业的意义，较少涉及对就业心理的影

响，尤其是研究生的就业心理关注更少。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深入了解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

划、专业认同及性格特点之间存在的关系。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湖南某高校发放调查问卷７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６８８份，有效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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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研究工具

在文献分析及个别访谈基础上，自编《研究生就业心理调查问卷》，分就业心理、职业规划、专业认

同、性格自评等部分，共计３８个题项。其中，就业心理部分涵盖就业期望、就业压力、就业态度、就业准
备等多个方面，共计１９个题项；职业规划部分，从对职业规划的认同度、了解度，开始职业规划的时间，
职业发展的清晰度，是否修订规划等方面开展调查，共计７个题项；专业认同部分，从对所学专业的喜欢
程度、价值认可度、发展前景，从事专业工作的意愿等方面开展调查，共计６个题项；性格自评部分，从自
己对人对事的特点、情绪常态、人际交往表现、处理问题的特点等方面开展调查，共计６个题项。除性格
自评为１～３三级评分外，其他所有题项均为１～４四级评分，如１代表非常不喜欢、非常不愿意等程度
或状态，依次增加，４代表非常喜欢、非常愿意等。各部分的题项得分之和分别代表个体在就业心理、职
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方面的最终状态，得分越低，代表状态或表现越差，得分越高，代表状态或表

现越好。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分析。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的相关分析

如表１中相关分析结果所示，研究生的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与就业心理均呈极其显著正
相关（Ｐ＜０．０１）。这说明，研究生的前期职业规划越完善，对本专业的认同度越高，对自己的性格评价
越趋于正向、积极，其面临就业时的心理状态就可能越好。

表１　研究生就业心理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的相关分析（ｒ值）

就业心理 职业规划 专业认同 性格自评

就业心理 １

职业规划 ０．５７７ １

专业认同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１ １

性格自评 ０．３８８ ０．３０５ ０．３４９ １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３．２　研究生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对就业心理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对研究生就业心理的预测能力，我们以就业心理的得

分为因变量，以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职业规

划因子最先进入回归模型，专业认同紧随其后，性格自评最后进入回归模型，建立的模型能解释４１．４％
的变异。如表２所示，可以理解为研究生的前期职业规划对其就业心理状态影响重大，前期职业规划做
得越完善，越接近实际，就业心理状态越好；对所学专业越认同、越喜爱，越自觉性格开朗、乐观、主动、积

极的个体，就业心理状态越好。

表２　研究生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对就业心理的回归分析

变量 Ｒ值 Ｒ２值 调整Ｒ２值 Ｆ值 Ｐ值 β值 ｔ值 Ｐ值

职业规划 ０．５７７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２ ３３８．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７ １２．２４５ ＜０．００１

专业认同 ０．６２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５ ２１３．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５ ６．２２７ ＜０．００１

性格 ０．６４５ ０．４１６ ０．４１４ １６０．２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６ ５．８２８ ＜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职业规划与就业心理的关系

在我国教育体制中，职业规划近年才被关注，且大多以本科生为教育主体，对研究生的职业发展与

就业指导尚存一定缺憾。本研究发现，职业规划与研究生就业心理有极其显著正相关，是第一个进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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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模型的因子，且贡献率最大，影响最明显。然而，本次问卷调查中，６０．３％的研究生表示对自己的职业
发展目标不清晰，４８．９％的研究生没有认真考虑过未来的职业发展。郭婧（２０１２）的调查发现，面临就
业时比较成功的学生往往在大学期间就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规划［５］。因此，加强研究生职

业规划教育意义重大，越缺少规划，越容易在临近就业时焦虑、迷茫，自乱阵脚，越提前做好规划，越能胸

有成竹，有的放矢。

４．２　专业认同与就业心理的关系
王顶明（２００７）认为，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

为去学习、探究所学专业，还提出了专业认同的认知、情感和持续三维度结构［６］。本研究发现，专业认

同与研究生就业心理极其显著正相关，是第二个进入回归模型的因子，对就业心理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

用。这与齐丙春（２０１０）“择业时，专业承诺高的同学只有２２％的人会考虑非专业相关工作，而专业承诺
低的同学，８０．４％更容易选择其他非专业相关行业”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本次调查中，近３０％的研究
生在“如有机会重新选择当前所学专业”时，选择“绝不再选”，警醒高校要切实重视对研究生专业兴趣

或个人职业兴趣的培养。

４．３　性格与就业心理的关系
性格常指个体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欧少彬（２０１３）

的研究发现，获得就业机遇相对多的大学毕业生在人格特征上呈现高乐群性、稳定性、敢为性、独立性，

低敏感性、低怀疑性、低忧虑性等特点；积极人格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即积极人格得分较高

者，其就业能力得分和薪金待遇、签约工作单位也相对较好；积极人格有助于大学生强化心理承受力。

本研究发现，性格自评与研究生就业心理极其显著正相关，对就业心理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毕业生

的就业心理状态与个体自身的差异，尤其是性格密切相关，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被动、内向的个体更容

易高就业焦虑。切实加强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其更好地了解自我、接纳自我，形成健康的人格，

是真正实现“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心理基础。

５　结语
研究生的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与就业心理有极其显著正相关。职业规划、专业认同、性格自评

均对研究生的就业心理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高校应加强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养

其专业兴趣及认同感，引导其更接纳自我，更坦然、更积极主动地应对问题，以帮助其以更好的心理状态

面对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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