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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五人格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职业取向标准问卷调查湖南４所本专科院校的４４６名大学生，以
探讨大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职业取向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社会支持程度都较高；超２／３的大学生稳定性、开明性、随
和性、责任心人格处于中间状态；人格、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关系较密切；社会支持与稳定性、外向性、随和性、责任心

人格相关显著。大学生要重视人格完善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积极探索自己的职业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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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３年来，大学毕业生以单年涨幅１６万到２８万的增速，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７６５万［１］，还

有几十万出国留学的海归大学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还直接影响到高校

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关系到社会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据有关调查分析，大

学生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个人的职业取向与就业岗位的需求不配套，以致许多大学

生多次求职而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２］。为了指导大学生达到“人职最匹配”，纠正大学生职业认

知偏差，做出最适合自身的职业选择，我们将探讨影响大学生职业取向的主要个人因素：人格特质和领

悟社会支持程度。从已有的研究看，影响职业取向的个人因素有职业兴趣、人格、能力、价值取向、工作

经验、社会背景（经济制约、社会支持等）。在社会变革的新时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就业压力下，大

学生应如何寻求社会支持和完善自身素质，科学合理地规划职业生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我们联系了湖南２所本科院校、２所高职院校，通过网络问卷星发布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４４６
份，其中男生２４７，女生１９９；独生子女１３０，非独生子女３１６；单亲家庭子女５１，双亲家庭子女３９５；本科
生３４４，专科生１０２；农村３１４，城市１３２。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目前通用的《职业取向标准测试》［３］，共有６０道题，职业取向大致分为实际型、探索型、艺术
型、社会型、常规型、事业型六种，可以帮助大学生大体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取向，及早为自己作

好职业生涯规划。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８６０。
运用姜

#

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ＰＳＳＳ）［４］，该量表由１２个项目组成，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
持和其他支持３个维度，采用七级计分法，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社会支持越高。根据本次研究目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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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中的“重要的其他人”这一维度界定为“老师同学”，特指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８５０。
采用大五人格量表（ＮＥＯ－ＦＦＩ）［５］，本量表由张建新教授修订，共有６０道题，包括外向性、开明性、

责任心、情绪稳定性、随和性五个因素，描述个体的人格和预测行为，采用５点计分法。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０．８０８。
１．３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采用ＳＳＰ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拥有的社会支持情况

大学生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如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所得总分可以反映出大学

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总分在１２～３６之间为低支持状态，占２．０２％；在３７～６０之间为中间支持
状态，有５１．１２％；在６１～８４之间为高支持状态，有４６．８６％。还以社会支持总分低于３２分和低于５０
分来评价，虽然只有１．１７％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低于３２分，但有２１．３６％的大学生低于５０分（详
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程度

低支持状态 中间支持状态 高支持状态 总分小于３２ 总分小于５０

人数（４４６） ９ ２２８ ２０９ ５ ９１

百分比（％） ２．０２ ５１．１２ ４６．８６ １．１７ ２１．３６

另外大学生领悟到的家庭、亲属、朋友、同学、伙伴、党团、社团等组织所给予大学生的精神上和物质

上的帮助支援最少和最多之间差异太大，相差７倍；社会支持总分之间也相差了近５倍；而且被试大学
生中所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内部差异非常显著（详见表２）。

表２　大学生整体的社会支持状况（ｎ＝４４６）

Ｍｉｎ Ｍａｘ ｘ±ｓ ｔ Ｐ

家庭支持 ４ ２８ １９．７４±４．２２ ９８．７４３ ０．０００

朋友支持 ４ ２８ １９．６６±３．９４ １０５．４３５ ０．０００

其它支持 ４ ２８ １９．６４±３．９９ １０３．８８６ ０．０００

总支持 １７ ８４ ５９．０４±１０．４７ １１９．０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２　大学生人格特质状况
根据大学生人格的５个因素所得均值和方差确定各因素的高分、中间分、低分，除情绪稳定性得分

越高越不稳定外，其它因素都是得分越高越好。从表３发现，高分与低分的人数都相差不多，除外向性
因素外，２／３的大学生其它人格因素都处于中间状态。

表３　大学生的人格特征状况（ｎ＝４４６）

高分 中间分 低分 ｘ±ｓ ｔ Ｐ

稳定性 ６３／１４．１３ ３１８／７１．３０ ６５／１４．５７ ３５．７０±６．９７ １０８．１２２ ０．０００

外向性 ８３／１８．６１ ２８４／６３．６８ ７９／１７．７１ ３８．０２±５．３９ １４９．０８３ ０．０００

开明性 ７４／１６．５９ ３０２／６７．７１ ７０／１５．７０ ３６．４５±４．２８ １７９．６３２ ０．０００

随和性 ６０／１３．４５ ３２５／７２．８７ ６１／１３．６８ ４４．０１±５．１８ １７９．５３０ ０．０００

责任心 ５７／１２．７８ ３２５／７２．８７ ６４／１４．３５ ４０．７８±５．３７ １６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３　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的相关
对大学生的人格特质、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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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数据可以得知，社会型取向与五种人格特质都相关显著；事业型、艺术型、探索型、常规型、实际型

职业取向只部分与五种人格特质都相关显著；只有情绪稳定性与职业取向呈负相关，其它都是正相关。

大学生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都呈正相关，且朋友支持与常规型、事业型、社会型、艺术型、探

索型相关非常显著。

表４　大学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各维度与职业取向各维度的相关

实际型 常规型 事业型 社会型 艺术型 探索型

稳定性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１

外向性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６１ ０．１７５ ０．１２２

开明性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６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４

随和性 ０．０５５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３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１５９

责任心 ０．１３０ ０．３３３ ０．２１４ ０．３２０ ０．２３３ ０．３０３

家庭支持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０

朋友支持 ０．０６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８ ０．２５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０

其它支持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８

总支持 ０．１０１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２ ０．２２３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５

　　注：ρ＜０．０５，ｐ＜０．０１。以下同。

２．４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得出结果如表５：大学生所拥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

它支持等与情绪稳定呈非常显著负相关，与外向性、随和性、责任心呈极显著正相关，都达到了０．０１显
著水平；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开明性相关不显著。

表５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稳定性 外向性 开明性 随和性 责任心

家庭支持 －０．２５６ ０．２４９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２４８

朋友支持 －０．１８４ ０．２８４ ０．０６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７１

其它支持 －０．１７８ ０．２３６ ０．１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１９８

总支持 －０．２４０ ０．２９７ ０．０８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７

３　讨论
３．１　大学生拥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新时期的大学生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程度都比较高，处于中间和高支持状态的大学

生达到了９７．９８％，只有２．０２％的大学生理解和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很少；１．１７％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
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社会及学校的生活环境大为改观，人

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方便快捷，尤其是大学生能享受到的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

接援助和社会网络越来越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忽视，还有２１．３６％的大学生社会支
持存在一定问题，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不能不引起家庭、学校的重视，可能是大学生感到被尊重、被支持、

被理解的情绪体验不够，或是大学生对现在拥有社会支持的满意度不高。另外，大学生之间领悟到的各

项社会支持差异较大，相差７倍。每个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朋友
圈、社会圈，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体验感受也有差异，甚至有些大学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３．２　大学生人格特质状况分析
从大学生人格的现状来看，五种特质因素的高分与低分的人数都相差不多，除外向性特质外，２／３

以上的大学生稳定性、开明性、随和性、责任心人格特质都处于中间状态。这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

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大部分学生的人格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人格比较完善的人和存在人格偏差的大学生

都在２０％以下。大学生中五种人格特质基本上都呈正态分布，中间状态的大学生为大多数，高分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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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差不多。

３．３　大学生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其职业取向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学生的人格特质越

倾向于稳定自信，性格外向、开明随和，责任心强，其职业兴趣就越广泛，职业取向就越有选择性；反之，

情绪越不稳定、神经质，性格越孤僻、冷漠、迟钝、冲动，适合的职业越有限。大学生理解和感受到的家庭

支持、朋友支持以及其他社会支持越多，拥有的社会支持系统就越强大，可能越有利于发展自己的职业

兴趣，理清自己的职业取向，也就更有利于未来的职业选择。

３．４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所拥有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它支持等与情绪稳定呈非常显著负相关，与外向性、随和

性、责任心呈极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人格特质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情绪稳定、性

格外向随和、责任心强的大学生所领悟的社会支持可能会更多，获得的各项社会支持也越多；另一方面，

大学生理解和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越能表现出自信合群、热情周到，社会交往能力越强，学习工

作中表现出勤奋努力、自信干练、精力充沛。

良好的人格和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大学生职业兴趣和职业取向的形成。大学生应及早开展职业规

划，积极探索自己的职业取向，培养自己的职业兴趣，重视人格的完善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家庭和

学校应该抓住大学生正处于“人格再造期”的有利时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全面认知自我，

了解社会，积极地面对现实，不断健全自身人格；引导大学生建立社会支持理念，加强大学生对社会支持

的理解和感悟，有意识地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让人生更加顺利、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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