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３７

大学生辅修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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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强化，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
增强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高校响应教育改革，在全日制本科学生中实施辅修专业教育政策，辅修的规模

也不断得到扩大。对辅修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的结果表明：自身兴趣爱好为大学生选择辅修专业时考虑的首

要动因，而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未来职业定位、个人、社会、主修与辅修专业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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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辅修已成为高校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满足学生兴趣、并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

的手段之一。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单一专业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能多掌握一门专业知

识，无疑能为自己增加就业竞争力。随着就业压力向下迁移，不少在校学生开始早做打算，选择辅修双

学位或双专业成为增加就业砝码的重要手段，其中学生选择的主体地位不能忽视。从既有研究来看，对

大学生辅修选择意向的讨论并不充分，本文以在校参加辅修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其选

择意向形成的影响因素。

１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专业选择是一个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目前国内针对专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

高考志愿和辅修专业两个方面。有关高考志愿选择影响因素的考察对研究辅修决策有重要借鉴，有必

要一并进行梳理。从既有研究来看，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可分为家庭、社会、个人和专业四类。

家庭因素方面。张扬波［１］指出家庭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考生填报志愿，有的考生不会选择花

销比较大的东南沿海院校，往往选择一些生活消费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刀福东等［２］对父亲教育、父亲

职业、家庭经济背景、父亲政治身份与大学生专业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父亲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声

望较好的学生倾向于选择工科、理科和文科，家庭经济背景良好的学生偏好文科和管理，父亲的政治身

份促使了学生选择经济学科。郝盼盼［３］发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专业选择存在显著影响。

个人因素方面。马世晔［４］指出在选择专业时要统筹考虑个人兴趣、能力、个性、职业价值观，除这

四点外还要考虑健康状况、过去受教育情况、自己的经济状况、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地理环境

等因素。只有在了解了自我以后，升学、就业的适合率才会明显提高。

社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了辅修专业的顺利实施［５］，但如同高考志愿选择一样，多数学生在专业

选择时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１］，仅以社会上所流行的观点来选择专业，表现出盲目的跟风从众心理。

事实上，选择专业一定要和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４］，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合理选择的优势。而在选择

辅修专业时也应考虑类似的问题，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就业前景等因素不容忽视。

专业因素方面。陈曦［６］以高考志愿选择为例，指出高考考生选择专业主要考虑学校、家庭、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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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因素四个方面，其中专业因素包括冷热门、就业情况、课程难易程度三个方面，这同样对辅修选择有

借鉴价值。杨慧［７］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学生选择参加辅修专业是为了多一个就业选择，对辅修专业

并没有清楚认识，而这与辅修缺乏宣传、信息渠道单一有很大关系［８］。

通过对研究专业选择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在问卷预调研及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本文从个人、

家庭、社会和专业四个维度设置了影响因素量表，量表因子共计２２项，其中，家庭因素３项、个人因素５
项、社会因素５项、辅修专业因素９项。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样本选取

本次调查以在校参加辅修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涉及的辅修专业有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

理、会计学、法学、英语、文学等。通过现场派发纸质问卷１１８份，回收答卷１１８份，有效问卷１００份，回
收有效率为８４．７４％。本次测量工具采用自编的“辅修学生专业选择动因分析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由２２个专业选择动因构成的量表，采用李克特量表法（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每一个动因
都包含了一个陈述句与一套量尺，量尺由１～５的连续数字组成，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５代表非常同意。
第二部为人口统计特征问题。调查时间在２０１５年３月中旬，采用便利抽样完成问卷的派发。回收的数
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处理，对人口统计特征使用了描述频率分析，对２２项因子进行了单样本 Ｔ检
验、因子分析及可靠性分析。

２．２　单样本Ｔ检验
为了得出辅修专业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考虑的因素通常有哪些，对问卷上的２２项动因因子对应的数

据进行ＴｅｘｔＶａｌｕｅ＝４（同意）的假设检验，即假设被调查者都认同这２２项动因因子是选择辅修专业的
考虑因素（见表１）。

表１　单样本Ｔ检验结果

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４

ｔ ｄｆ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家庭

因素

家庭经济水平 －１１．１６８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

父母意见或态度 －９．３４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

父母职业 －２０．２８７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

个人

因素

自身能力特长 －３．７１５ 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０

自身兴趣爱好 ０．９０５ ９９ ０．３６８ ０．０８０

未来职业规划 －１．２１６ ９９ ０．２２７ －０．１００

时间分配 －５．１１１ 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０

过去个人经历与经验 －６．０７６ 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１０

社会

因素

将来就业前景 －４．４２５ 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

社会文化背景 －５．１５９ 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舆论导向 －１０．３７３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国家政策 －１５．５７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从众心理 －１９．７７８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

辅修专

业因素

院系及师资声望 －１０．７７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

专业排名程度 －１１．４１１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０

历届报考人数 －１６．７２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５８０

上课地点 －１４．６６３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５１０

录取难易程度 －１６．３６６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８０

课程难易程度 －１３．３０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

宣传力度 －２０．１３４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６７０

与主修专业相关 －８．８４８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

辅修专业冷热门 －１０．９１３ 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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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表明，自身兴趣爱好的双侧 Ｓｉｇ值为０．３６８＞０．０５、未来职业规划的双侧 Ｓｉｇ值为 ０．２２７＞
００５，说明在０．０５的显著差异下，自身兴趣爱好与未来职业规划与专业选择认同度（量表中“４”表示同
意）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说明学生在选择辅修专业时更多考虑自身兴趣爱好与未来职业规划，并且自

身兴趣爱好为首要考虑因素。而宣传力度ｔ值为 －２０．１３４，父母职业 ｔ值为 －２０．２８７，从众心理 ｔ值为
－１９．７７８，三者的双侧Ｓｉｇ值＜０．０５，说明这三个动因与专业选择认同度Ｔ＝４有显著差异，且差异在２２
个动因中负值较大，明显比认同度 Ｔ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４要小得多，说明学生在选择辅修专业时很少会考虑到
父母职业、辅修专业宣传力度以及从众心理。

２．３　因子分析
由于本文所包含的影响辅修专业选择的动因假设分为４大类（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专

业因素），共达２２项，为了进一步明晰专业报考因素结构类别可归纳为哪些方面，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对
这２２项因素进行了处理，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分析结果来看，“录取难易程度”“历届报考人数”“院系及师资声望”“课程难易程度”“上课地

点”“专业排名程度”这６个因子在第一个公共因子上的载荷比较大，可将其归纳并命名为“辅修专业因
素”；“父母职业”“家庭经济水平”“父母意见或态度”这３个因子在第二个公共因子上的载荷比较大，
可将其归纳并命名为“家庭因素”；“未来职业规划”“将来就业前景”这２个因子在第三个公共因子上的
载荷比较大，可归纳命名为“未来职业定位因素”；以此类推，后三个公共因子归纳命名为：个人与社会

因素、主修与辅修专业因素和其他因素。与此同时，以上六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６５．５１４％。由
此可见，在校学生选择辅修专业主要受到辅修专业、家庭、未来职业定位、个人与社会以及辅修专业的主

修专业密切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表２　因子分析结果汇总

题项
贡献率（解

释变异量）

累积贡献率

（累积解释变

异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抽取的因子）

辅修专

业因素

家庭

因素

未来职

业定位

因素

个人与

社会因

素

其他

因素

主修与

辅修专

业因素

共同性

录取难易程度

历届报考人数

院系及师资声望

课程难易程度

宣传力度

上课地点

专业排名程度

２０．６０５ ２０．６０５

０．８２８ ０．７６９

０．７７８ ０．７７４

０．７６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５１ ０．６２４

０．７３６ ０．６６９

０．６９２ ０．７２３

０．５８０ ０．６２４

父母职业

家庭经济水平

父母意见或态度

９．７８０ ３０．３８５

０．７４２ ０．７１４

０．７０９ ０．６３１

０．６５３ ０．５４６

未来职业规划

将来就业前景
９．６８３ ４０．０６９

０．８１５ ０．７３４

０．８０８ ０．７０８

个人经历与经验

时间分配

自身能力特长

９．６７８ ４９．７４７

０．７２１ ０．６５７

０．５８１ ０．５２３

０．５３２ ０．５８１

从众心理

舆论导向

国家政策

自身兴趣爱好

８．９１６ ５８．６６３

０．７３２ ０．７３５

０．６３９ ０．６７３

０．５７６ ０．５６１

０．４０４ ０．５６９

与主修专业相关

辅修专业冷热门
６．８５１ ６５．５１４

０．７１１ ０．６５３

０．５４１ ０．６８３

特征值 ４．５３３ ２．１５２ ２．１３０ ２．１２９ １．９６２ １．５０７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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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第一，自身兴趣爱好与未来职业规划是选择辅修的关键因素。选择辅修专业更多是受到自身兴趣

爱好影响，并希望这种二次教育投资有所回报，从而会考虑将来职业规划能够与辅修专业相关联。陈

曦［６］指出考生在报考专业时通常比较关注学校声望、专业录取分数、学校专业排名以及专业就业情况，

被调查者对个人兴趣和能力特长因素考虑相对较少。基于辅修专业的特殊性，学生是在进入大学一年

后，在可以排除学校声望影响并且对自身兴趣爱好有了一定了解下再进行的第二专业选择。

第二，辅修专业培养模式对辅修专业决策形成有重要影响。虽然兴趣爱好在主观方面影响辅修专

业选择，但能否最终选择还要受到所获取到的辅修专业相关信息的限制。学生在选择辅修专业时关注

录取难易程度、宣传力度、历届报考人数、院系及师资声望、课程难易程度、上课地点、专业排名程度这些

子因子。因此高校应进一步优化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加强宣传，进一步提升开设质量。

第三，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学生选择辅修的重要维度。社会环境、人才需求以及文化氛围对大学生辅

修意愿和决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政策，营造正确的社会氛

围，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专业学习，促进合理的学习规划，进而促进育人目标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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