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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酒店专业学生职业适应能力

培养追踪调查 ①

李海灵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常德４１５０００）

摘　要：以常德地区的中职酒店专业的连续三届学生作为抽样调查样本，采用了三套不同的问卷，分别从职业性格、
职业期待、职业适应性水平三方面检验出常德市中职酒店专业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培养的成效。调查发现，中职学生入

学时职业性格不显著，可塑性强；毕业时教育效果明显，初步具备自主创业意识；实习时职业适应性水平较高，但职业规

划仍旧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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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部署，再次表明了国家对现代职业教育

的重视。职业教育的成效主要表现为学生就业时对社会角色转换的适应能力。可是，当今中职毕业生

普遍存在着职业期望值与职场现实、自身承受力与职场要求等方面的不适应。同时，中职教育受生源竞

争、培养年限等多因素的限制，很难结合学生个体特质、专业特色和企业要求来做出针对性的人才培养

方案。对于职业适应，国内外学者的概念表述上存在一些细微差别，比如：职业适应、职业适宜、职业生

活适应等，但总的看来，都可划归为是对职业适应领域的研究。美国埃德加·Ｈ·施恩的职业锚理论认
为：新员工进入社会角色后，需要完成从“主观职业适应”到“客观职业适应”的转变，才能确定一种相对

稳定的职业定位，员工与工作环境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协调关系［１］。赫伯特·斯宾塞认为：适应性就是

一个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趋于完整的过程；适应总是大致的，而且总在不断向前进行的。由此可见，职业

适应水平是相对的，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国内学者倾向于把职业适应划分为某几个维度或成分，通过对各个维度的考察分析总体的职业适

应性情况。谭明，方翰青认为职业适应性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迁移者、城镇青年、农民、大学生和中小学

教师等群体［２］。其中，以大学生职业适应性为研究内容的成果较丰富。当前学术界与教学改革多着眼

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忽略了职业适应能力形成时的长期性和职业适应水平的阶段性特点。本研

究以常德地区中职酒店专业学生的先天职业性格倾向为基础，结合他们离校时的职业期待和就业初期

的职业适应水平，检测职业教育在学生职业适应方面的培养成效，对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参考。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确定研究对象

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受到家庭教育背景、适应能力调整的主动性、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引导等多

方面影响。若想得到真实有效的调查结果，最好是对同批学生在入学时的潜在职业性格、临择业时养成

的职业期待、就业初期的实际职业适应状态做跟踪调查。本研究受研究时间、经费等因素限制，为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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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社会和学校教育对个体影响的差异性，减少研究误差，选择同专业的连续３个年级的学生作为抽样
调查样本。

本调查组成员首先对常德地区７县２区的中职学校的旅游和酒店专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该地区的
中职学生培养大都是“２（在校学习）＋１（顶岗实习）”模式，部分学校采取“先综合后分流（就业和对口
高考）”的方式，比如桃源职业中专和湘北职业中专两所学校以对口高考为主。汉寿和安乡因地缘因素

（靠近省城），地区特色不明显。最终将常德师范、常德财校、常德工业学校、津市职业中专、澧县职业中

专、桃源职业中专６所学校确定为调查对象。
１．２　设计调查问卷

根据预设的研究思路，本研究设计了３套不同的调查问卷。职业性格测评卷———针对新生的以美
国著名职业教育专家霍兰德的人才测评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广大学生和工作者实际编制的６０题问
卷，检测学生的职业兴趣；职业意识问卷———以即将进入酒店实习的二年级学生作为对象，调查他们的

职业期待（或期望）状态；职业适应问卷———以相应的班主任为联系纽带，了解实习时间在一年之内的

学生工作适应状态。

１．３　数据收集及样本结构
正式调查分批开展：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调查组成员在班主任的协助下，现场发放“职业性格测评问卷”

３６０份问卷，且当场回收；２０１４年６月，调查组再次随机抽样调查了２０１２级学生２８０人；２０１３年国庆至
２０１４年元旦期间，由相应的班主任采取邮箱、ＱＱ聊天等多种方式发放并回收“职业适应问卷”。

问卷回收：２０１３级发放问卷３６０份，回收３５７份，有效问卷为３０５份（其中５２人不能归属于任何一
种基本的职业类型，故作为特例未计入），有效率８４．７％。２０１２级发放２８０份问卷，有效问卷２４８份，有
效率为８８．６％。２０１１级发放１１０份问卷，有效问卷１０８份，有效率为９８．２％。

样本结构：性别比例失衡（２０１３级男５２人，女３０８人，２０１２级男３７人，女２１１人，２０１１级男２４人，
女８４人）。年龄集中度相对较高（２０１３级学生１５岁的１８０人，５０．４２％，１６岁的１３０人，３６．４１％）。总
体上，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在中职酒店专业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２　研究发现
２．１　新生职业性格测评的分析

根据霍兰德人才测评理论中职业人格类型的计算方法，３５７名调查对象中有 ５２人（占总数的
１４５７％）不能归属于任何一种基本的职业类型，他们的职业性格还很不明显，很需要职业教育的引导，
也可能产生较明显的塑造效果。职业性格较明显的３０５名学生中，现实型３９人，研究型３０人，艺术型
２２１人（７２％），社会型３３人（１０．８％），企业型７８人（２５．６％），传统型１１８人（３９％）。根据职业性格分
析，艺术型性格“有创造性，非传统，敏感，容易情绪化，较冲动，不服从指挥”；社会型性格“为人友好、热

情、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由此可见，真正适合衣食住行服务行业的社会型性格学生偏少，也验证了社

会对９０、００年代学生的通常评价———“容易冲动、不服从指挥”。
２．２　２０１２级学生职业意识培养的分析

一是专业意向较稳定，具备初步的自主创业意识。对于毕业后的就业意向，直接进入酒店工作的学

生有４４．８％，会考虑其他行业有３４％，选择继续深造的有１３．７％。由此表明，相对于前期的职业性格
测试结果，２年的专业教育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学生愿意继续从事酒店工作。同时，有７５％
的学生具备了初步的自主创业意识。

二是对从事酒店工作充满信心，但对服务的内涵认识不足。只有极少数（不到５％）学生对从事酒
店服务工作缺乏信心。４６．３％的同学认为“旅游业是朝阳产业，酒店工作很有前途”。另有３２．７％的同
学只看到酒店工作环境好、工作轻松的表象，但未从酒店工作真正的服务本质出发，理解它的社会重要

性。同时，２１％的学生存在着“酒店工作是吃青春饭的，干不长”、“服务员工作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
的传统世俗观念。

三是重视专业技能，但综合认识有欠缺。图１、２所示，他们看到了过硬的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却夸
大了服务技能的作用，６５％的学生认为“做好服务技能，就能提供优质服务”；认为找工作的关键因素是
自身综合实力，但在理解“综合实力”时又忽略了“服务语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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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找工作的关键因素 图２　酒店工作最需具备的素质
　　四是职业规划意识萌动，但执行力有限。调查显示：只有２５％左右的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或生活，
以及对今后可能从事的酒店服务工作有规划；大多数学生处于迷茫状态，他们急迫需要职业规划方面的

指引。

２．３　２０１１级学生职业适应水平的分析
从学生角色转变为职业角色，都需要一段适应过程。适应良好，学生、酒店企业和学校三方共赢；反

之，则会产生消极效应。针对顶岗实习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的实际适应时间略长于公司的期望值。８０．５６％的公司给予新员工的岗位适应时间为“０～３
个月”，６６．６７％的毕业生符合预期，２２．２２％的毕业生需要“３～６个月”。

对待工作，总体满意程度不高，但是工作压力较小，适应情况好。调查学生对工作总体上“满意”占

５５６％，“一般”的占３３．３３％，“不满意”的有５２．７８％。但具体到工作环境的各相关因素，选择“不满意”的
只有１．３９％。同时，压力测试显示，３３．３３％的学生表示“可以承受”，５５．５６％的学生表示“不大”。

岗位适应情况方面，只有３％的调查学生认为自己“不是很适应”；影响个人职业适应的因素中，“对
所从事工作的热情”占５０％，“知识储备”和“个人能力”各占３０．５５％。调查者表示对领导作风和同事
关系“不适应”（２７．７８％）和“不好”（１９．４４％）。

认为学校教育对现有工作的影响“比较大”占３３％，“一般”占４４％，“比较小”占１７％，“非常大”占
３％和“非常小”占３％。对母校教改环节的建议有：多开设对客服务的课程，培养交际沟通能力；邀请企
业人士或专家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带学生多了解酒店实际运作。

３　结论及讨论
３．１　结论

１）中职酒店专业新生的职业性格不显著，可塑性大。２）两年的职业教育效果明显，学生重视技能
训练，专业热爱比较稳定，初步具备自主创业意识；但是，对专业的理解却是模糊、不深刻的，对酒店服务

工作还存在一些世俗传统的观念，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大多数是迷茫的。３）学生进入社会后有较好的同
事关系，能适应领导的工作作风；但部分学生对工作环境的各相关因素基本满意，却对工作状态不满意，

也承认工作压力不大，这充分说明他们依然迷茫，工作适应性水平还有待提高。

３．２　讨论
１）在校学生绝大多数重视技能训练，但有部分实习学生反映学校的技能教学有不适用的地方。本

研究认为，常德地区的中职酒店专业教师参加国家、省、市各级培训机会多，学生的技能竞赛水准在省内

也靠前，技能应用时却出现不适用状态，原因在于课堂技能教学主要以技能竞赛为标准，而酒店实际的

技能操作及标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２）本调查数据结果采样于连续３个年级的学生，而非严格意义上
的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是否契合于现状，能否进一步推广，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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