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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力图在考察中职生的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探索这三个

变量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家庭环境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中职生职

业探索的影响，并探讨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环境对职业探索的影响中是否存

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阳泉市四所中等职业学校中抽取一至三年级 500 名在校生作为被试，

发放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和职业

探索量表（CES），采用 SPSS20.0、MPLUS，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进行了数据分析处理，研究结果如下： 

（1）男女生在家庭环境的文化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中职学校女生在文化

性方面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2）在职业探索方面，女生在自我探索维度以及职业探索总体上，均显著高于男

生。 

（3）城镇学生在情感表达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4）在自我探索维度以及职业探索总体上，三年级学生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说

明三年级学生对自我的探索以及职业探索方面的意识和行为多于二年级学生。 

（5）家庭环境各维度与职业探索及其各维度有不同显著程度的相关关系。并且，

家庭环境总体与职业探索总体呈现显著正相关。 

（6）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环境与职业探索两变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探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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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s of students from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three variables: Family Environment,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Exploration, and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variables, and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mily Environment on Career Exploration via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500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re taken out randomly and 

investigate with three scales: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CV),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CDMSE）,and Career Exploration Scale 

（CES）.The SPSS20.0, MPLUS statistical softwar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come to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i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emale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cultural aspects. 

(2)In terms of Career Exploration, femal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e students in dimension of self-exploration and the overall of 

Career Exploration. 

(3)The urban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dimens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an rural students. 

(4)In the dimension of self-exploration and the overall of Career 

Exploration, the third-grad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econd-grade students. The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the third-grade students 

have more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in the aspects of self-exploration and 

career exploration than the second-grade students. 

(5)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mension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areer Exploration. Moreover, the overall of Family 

Environ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reer Exploration. 

     (6)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II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areer Explor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Career Exploration 

 

 

 

 

 

 

 

 

 

 

 

 

 

 

 

 

 

 

 





引言 

1 

引 言 

Super 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包括五个阶段，具体包

括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和衰退期。其中的探索期是个体职业生涯发展

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职业探索行为就是这一期间的关键所在。Super 的职业发展观

还指出，14-25 岁正是个体职业探索的重要时期，那么，刚刚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

的中职生则正处在职业探索的初期，他们通过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学习，逐步加深

对自己的了解，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同时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进行

尝试，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找到自己希望从事的职业。Werbel 的研究表明，职业探索

会对个体的择业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择业结果[1] 。Blustein 的研究进一

步表明，个体的职业探索越充分，他的职业规划就越明确，也就越容易实现职业定

向[2]。因此，职业探索完成得是否充分，直接决定着中职生未来的职业选择和职业

适应；而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中职生进行职业探索，就能使其更精确地了解自

己的择业倾向，较准确地做出选择，更好地适应职业。影响职业探索的因素则包括

两个方面：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因此，本研究将选取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中的典

型变量，深入研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家庭环境对中职生职业探索的影响，并进

一步探究家庭环境是如何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中职生的职业探索产生影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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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职业探索研究综述 

1.1.1 职业探索概念界定 

Super 所提出的职业发展理论中，创造性的给出了职业探索的相关概念。在

Super 的研究成果中，用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衰退期重新划分了完

整的职业生涯[3]。在这份理论中，Super 指出：青春期作为最为关键的职业探索期，

积极地开展职业探索，不仅可以为其更好地了解自我、了解未来的潜在职业，从而

为后续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可以为自身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持。在 Super 的早期研究成果中，认为职业探索只是个人生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阶段，而在其后期的研究中，Super 则将其进一步拓展到整个职业生涯中来，并指

出职业探索是新入职的重要阶段，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从此之后，职业探

索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职业探索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对其所开展的研究也逐渐深化，相关

专家、学者对其概念也同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当前阶段，主流观点主要有：

学习理论观点、决策理论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探索只是求职者的一个发展阶段。

首先，持学习理论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职业探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以解决职业问

题或者掌握职业信息的行为；而决策理论者则认为，职业探索是职业决策的重要阶

段，涵盖了职业信息的搜集以及职业的选择行为 [4]；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职

业探索实际上是求职者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包括固化、特别化、具体选择三个方

面的内容。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职业规划的内涵，虽然表述方

式、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是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包容性和互补性。针对这一问题，

在 Jodan 等人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获得和职业相关的信息是职业探索这一职业行为

的根本内容，通过为职业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从而更好的适应工作、强化今

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 [5]。相对于常规意义上的探索活动来说，职业探索有着自身

的特殊性，尤其是在目的上，更是始终以职业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根本[6]，这也是我

们在研究中所必须重点强调的问题。 

1.1.2 职业探索的影响因素 

通过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多种因素都对职业探索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我

们可以将其进一步归纳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个体因素涵

盖了个人特质、性别、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个体发展主动性以及同一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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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在李文道的研究成果中，系统地分析了大学生同一性和职业探索之

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同一性对于职业探索的具体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能力，并且职

业探索得分和同一性地位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7]。而在王辉的研究中，也

同样对同一性在职业探索中所具有的影响能力进行了重点讨论，认为自我分化程度

往往和自我同一性之间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职业探索的预测

因子，自我分化可以通过自我同一性而影响其职业探索活动的多寡[8]。许存在其发

表的论文中指出，职业探索行为直接受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 [9]。而在施国春

的论文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大学生职业探索行为的具体影响因素，指出了择业效

能感的预测能力。同时，在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中，她还重点分析了择业控制点对于

职业探索具体维度所带来的客观影响，认为目标聚焦以及自我探索，都和大学生择

业控制点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10]。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始终是最为核心也最为主要的环境因素，因此值得我们给

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如在 Brown 等人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就通过对大学生家庭亲

子功能、家庭功能、职业探索三方面问题的实证分析，对职业探索自我效能和子女

对父母的依恋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这一指标对职业探索自我效能的预测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1]。而在这一问题上，Kracke 同样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他选

择德国中学阶段学生的职业探索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父母对于子女就业的支持

方式、日常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孩子今后的职业探索行为的具体类型 [12]。杜宇

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职业探索行为往往和自尊心、依恋情况之间有着紧密的内

在联系。同时他还重点强调，中职院校学生的依恋焦虑，可以显著预测职业探索行

为 [13]。除此之外，环境因素也同样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所在，如在 Smith 发表的论

文中就重点指出，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师队伍的创造力以及社会资源等，都是当前

阶段影响大学生职业探索的核心要素 [14]。 

1.2 家庭环境研究综述 

1.2.1 家庭环境的概念界定 

家庭环境的概念最早是 1969 年由 P.E.Vennon 提出的，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

家庭所提供的、可供使用的学习环境，是家庭环境的核心要旨。Vennon 提出的概念

仅从教育和物质角度进行了描述，缺少了家庭成员主观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内容。直

到上世纪 70 年代，Belsky 提出，研究家庭环境应该从整体出发，从客观和主观两

方面来研究家庭环境。上世纪 80 年代，Minuchin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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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家庭系统观点，强调家庭环境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涵盖了多个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内在要素，只有保证所有的要素都能纳入家庭这个完整系统中来，对其

所进行的研究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王晓玲将家庭环境归纳为：对孩子行为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父母所提供的

生长、学习环境[15]。而针对这一问题，在肖三蓉的研究成果中，则将社会地位、物

质条件以及成员关系归纳为家庭环境的核心内容 [16]。张庭辉则认为，家庭环境从本

质上来说是父母所提供的、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环境[17]。原凯

歌则认为，家庭环境不仅应涵盖客观的、物质层面的环境，同时也包括成员关系在

内的多种无形环境 [18]。 

1.2.2 家庭环境理论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指出，家庭始终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影响能力最强的子系

统，其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发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肯定。家庭

系统理论中强调，家庭功能发挥情况，直接影响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通过对青少年在不同家庭环境中的成长情况的对比和分析，指出宏观的家庭环境以

及微观的亲子互动，构成了家庭环境的核心内容。而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

善，以系统的观点对家庭环境进行分析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而本文也同样

采用了这一观点。 

1.2.3 家庭环境的分类 

客观上来说，家庭精神环境和家庭物质环境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环境，并对家庭中的个体产生着深远而客观的影响。其中，家庭精神环境不仅是隐

性环境，同时也是典型的软性环境；家庭物质环境则与之对应，是硬性环境和显性

环境。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物质环境决定精神环境，并且精神环境通常带有明显

的物质环境的痕迹。基于上述论述，在本文研究中所引用的家庭环境的概念，主要

是指家庭独立性、亲密度、组织性、矛盾性、氛围等诸多要素所构成的完整整体。 

何剑的论文中，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将家庭环境进一步划分为软硬两方面的环

境 [19]。软环境包括家庭中的控制性、表达性、亲密度等内容；而硬环境涵盖了家

长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基础物质条件等多方面的内容。其研究成果中重点指

出，软环境和硬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且在彼此作用的过程中发挥着对

家庭成员的影响作用。 

Naccyet 等人的研究成果中，用非过程性变量和过程性变量对家庭环境因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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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的讨论。其中，过程性变量涵盖了亲子互动在内的一系列主要因素；而非

过程变量则包括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就业情况以及家庭的完整程度等 [20]。朱红卫

发表的论文中，用单亲家庭、完整家庭、组合家庭对家庭环境的分类问题重新进行

了定义[21]。而蒋逸民的研究成果中，则用结构维度、资本维度和参与维度对家庭环

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划分，并通过静态结构、动态结构等，对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等要素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22]。涂翠萍发表的论文中，按照家庭中表达性、亲密

度的不同，对家庭环境的类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划分[23]。  

不过我们也同样可以按照较为原始的观点，将家庭环境划分为微观环境和宏观

环境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宏观家庭环境则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家庭环境，如

家庭是否温馨、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家庭成员是否健康、家庭是否完整等。微观层

面的家庭环境实际上主要包括家庭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家庭成员之间是否亲密等。

本文研究中，重点研究的是微观家庭环境，即狭义上的家庭环境。 

1.2.4 家庭环境与职业探索的相关研究 

Bachman 在研究成果中指出，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根本性的

影响[24]。就目前来说，针对家庭环境在个人职业发展中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在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针对这一问题，在地位

现实理论中强调，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

系，因此可以间接的影响子女未来的职业地位[25]。有研究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下

的青少年会体现出更好的职业探索水平[26]；Ketterson 和 Blustein 的研究表明，青少

年对父母的依恋水平越高，对自我和环境的探索水平也越高[27]；付春玲、施国春等

的研究表明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年的职业探索。 

V·Lerner 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创造性地在青少年职业发展领域中引入了微观

环境系统概念，并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发展背景理论解释了不同家庭环境中，青少

年职业规划、职业选择、职业探索等方面差异的来源，认为家庭环境中多种对青少

年职业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形成了青少年最终的职业

发展结果。同时，亲子关系、家庭活动以及角色期望，是决定青少年职业发展方向

的根本要素[28]。而针对这一问题，在 Schulenber 的研究成果中指出，职业发展从本

质上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家庭的影响不容忽视[29]。那么，根据 Super 职业发展

理论所提出的“职业探索可以发生在任何职业发展阶段”，家庭必然是职业探索的

强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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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1.3.1 职业决策自我效感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实际上是一种来自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概念，其核心内

容是指个体在执行某一特定任务前，对自己能够在何种水平上完成这一目标所需要

能力的信心。针对这一问题，在 Bandura 的一份研究成果中，更为深入而系统的论

述了自我效能的相关概念，将其解读为：“对个体选择活动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的主题性因素，并不是某个个体的具体行为，而是一种存在于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

的中介因素，不仅可以为某些行为提供驱动力，同时也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基础知识

结构之上的认知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我效能具有一定

的可操作性，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方式、

方法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于人类自我调解过程中，自我效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在不同领域都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肯定。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本文中所重点研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概

念看作职业成熟度模型，并将它理解为自我效能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上世纪八

十年代之后，Hackett 等人开始在职业研究领域引入自我效能理论。最开始，他们希

望通过利用自我效能理论解释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性别差异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问

题[30]。他们的研究中，以 Crites 所提出的职业成熟模型为基础，完成了最早期的职

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的设计工作，为这一理论在职业领域、就业领域的应用拉开了

序幕 [31]。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解释为个体为了完

成他们进行的职业选择所必须的信心程度，其中包括职业信息的搜集、自我准确认

知、计划的制定、目标的制定以及解决实际问题所必须的信心水平五个方面的内容。 

这里我们所需要重点强调的是，相对于我们所熟悉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来说，本

文中重点研究的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职业自我效能感

从本质上来说，表达的是个体对于完成某一职业所需要的行为、生涯、教育的选择

和信心，涵盖了职业内容有着直接联系的自我效能和职业选择过程中的自我效能两

大部分，而本文中所研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无疑应归纳到第二大部分中来。 

1.3.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职业探索的相关研究 

作为社会认知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个体职业发展过

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证明，个体

对职业的投入情况、选择情况、实现程度等，都直接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32]。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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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具有较高效能感的个体，往往对自身的职业定位有

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并且所设定的职业探索目标也远高于常人 [33][34]。商佳音等则

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一步解读为促进成功的内部因素指标，并将其应用于主动

人格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中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主动人格水平和对自身的职业

决策评价结果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在对主动性人格影响就业的研究中，

发现自我效能对于职业行为的影响更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职业

探索不仅仅是保证个体成功就业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就业行为最直接的体现形式

之一 [35]。曲可佳等的研究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探索各维度间呈显著正相

关[36]，而这和包括 Gushue 在内的多份研究成果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现有研究成果证明，个体职业行为深受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不过，在

当前阶段市场经济环境下，中职生就业过程中，往往会在做出职业决策后产生后悔

的情绪，或者无法有效的胜任他们所选择的职位。针对上述情况，从当代中职生的

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的强化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

有研究成果证明，无论是工作满意度，还是具体的工作成绩，实际上都和中职生职

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而前期研究成果中，中职生择业过程中所

遇到的实际问题是研究的重点所在，但是这些问题往往出现在就业或者择业的关键

时期，如果真正遇到问题时再去解决，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无法为中职生就业

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支持。 

1.3.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 

有关家庭因素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偏重于

依恋方式和家庭系统两个方面。近些年，学者们更倾向于采取家庭系统的观点来研

究职业发展，他们认为家庭是个体社会化开始的环境，应该把这一环境和即时环境

看作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其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候春娜等人在研究

中发现，家庭环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较稳定的正向相关关系，家庭参与社会

活动或智力文化活动越多，家庭成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37]；Hargrove 的

研究表明，矛盾性和情感表达这两个维度是预测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重要

变量，而知识性维度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的收集信息和自我评价两方面有积极

的预测作用[38]；王金良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成就性和矛盾性这两个维度是大学

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重要预测变量[39]；谭玉华的研究则表明，家庭环境对职业决

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主要在情感上，而不在学习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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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当前阶段相关专家、

学者对家庭环境相关因素、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探索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已经

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大学生、高职生群体中，而中职生作为服务于工业生

产第一线的主力军却很少被关注； 

第二，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整理，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研究成果中，

多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为探索的主要方向，或者是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决策效能之

间内在联系的研究。而如本文这样，将职业探索、家庭环境以及职业决策三者相整

合的研究，仍然较为少见，专门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得到了社会各界更为广

泛的关注和重视。因此中职生职业探索领域的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

从而为中职院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中职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强化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 

2.2 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分析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探索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间的关系，提

出如下假设:职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环境和职业探索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3 研究设计 

2.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阳泉市三所中职院校在校一、二、三年级学生共 500 人开展问卷调

查。回收问卷 460 份，有效问卷 406 份，有效率 88.3%。 

表 1 学生人口学变量统计表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78 43.8 

女 228 56.2 

生源地 城镇 199 49.0 

农村 207 51.0 

年级 一年级 135 33.3 

二年级 163 40.1 

三年级 108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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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研究工具 

(1)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FES－CV) 

该量表是由费立鹏等人，依据心理学家 Moss R.H.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

修订编制而成。该量表一共有 10 个维度：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矛盾性、

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组织性和控制性。每个维度分别有 9 道题目，

总共 90 题。量表题目均为是非题，采用 0,1 计分[41]。根据已有研究，该量表独立性、

宗教观分量表具有较差的信效度，可能与中国文化背景不尽相符有关[42]，亲密度、

矛盾性、知识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娱乐性、成功性和情感表达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 α=0.567。 

(2)职业探索量表(CES) 

采用 Stumpf 等编制的职业探索问卷。通过 CES 问卷，测量个体在过去 3 个月

进行的职业探索活动，问卷分为 2 个维度：环境探索、自我探索，共 12 个问题。

每个维度包含 6 个问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自我探索分量表和环境探索分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86 和 0.84。两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是 0.81 和 0.74，信

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 =0.978。 

(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 

量表采用龙立荣、彭永新修订的 Betz 和 Taylor 于 1983 年编制、1994 年修订的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该量表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

目标、制定规划和问题解决，共计 39 道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该问卷的克

隆巴赫α 系数为 0.937，重测信度为 0.656，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中，该

量表内部一致性α =0.985。 

采用 SPSS20.0、MPLUS 进行数据分析。中介效应采用 SPSS 进行检验，并且

采用 MPLUS 建模方法对中介模型做进一步验证。 

2.4 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中职生的职业探索、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

调查和研究，希望能够对这三个因素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进一步研究

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我国中职生就业难问题

的有效解决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进而为我国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提供一定的

参考。 

通过本文所开展的研究，希望能够为中职生更好的开展职业探索提供一定的理



家庭环境对中职生职业探索的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10 
 

论支持，帮助他们明确今后职业规划的方向。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

为我国中职院校更好的开展中职生就业指导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从而有效

的提升教学质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高水平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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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 2 统计结果可见，本次调查中： 

中职生家庭环境问卷中，除矛盾性、文化性、娱乐性、控制性四个维度之外，

其他各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各维度中间值 4.5 分。 

中职生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问卷中，自我评价、选择目标、收集信息、制定

规划和问题解决五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各维度的中间值，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 

中职生在职业探索问卷中，环境探索和自我探索两个维度得分均高于各维度的

中间值，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2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整体状况 

变量 
M SD 

家庭环境 亲密度 7.10 1.94 

 情感表达 5.04 1.68 

 矛盾性 3.20 1.88 

 独立性 4.92 1.46 

 成功性 5.52 1.79 

 文化性 3.73 2.06 

 娱乐性 3.98 1.94 

 道德宗教 5.69 1.48 

 组织性 6.45 1.69 

 控制性 3.86 2.08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自我评价 18.02 5.50 

 选择目标 27.19 6.81 

 收集信息 27.75 7.54 

 制定规划 23.40 6.74 

 问题解决 17.89 5.08 

职业探索 环境探索 17.02 4.52 

 自我探索 18.81 4.90 

3.2 性别差异检验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中职学校学生因性别差异在家庭环境文化性维度上存在显

著差异，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得分。在家庭环境的其他维度以及家庭环境总分上，

男、女生得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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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个维度以及总分上，男女生差异不显著。 

在职业探索方面，中职学校女生在自我探索维度和职业探索总分上的得分均显

著高于男生。而在环境探索维度，中职学校男、女生得分差异并不显著。 

表 3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性别差异 

 
 男（M+ SD） 女（M+ SD） t 

家庭环境 亲密度 6.98+1.92 7.20+1.96 0.86 

情感 

表达 
4.94+1.66 5.13+1.70 0.57 

矛盾性 3.07+1.84 3.301.91 0.92 

独立性 5.04+1.49 4.83+1.45 1.61 

成功性 5.63+1.72 5.43+1.85 2.41 

文化性 3.70+1.89 3.75+2.19 4.45
*
 

娱乐性 3.89+1.99 4.06+1.92 0.25 

道德 

宗教 
5.67+1.44 5.70+1.51 0.11 

组织性 6.44+1.68 6.46+1.71 0.01 

控制性 4.06+2.08 3.70+2.08 0.00 

总体 49.43+7.37 49.55+8.82 3.60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自我 

评价 
18.10+5.45 17.96+5.54 .0.25 

选择 

目标 
27.78.+6.78 26.73+6.82 1.55 

收集 

信息 
28.04+7.20 27.52+7.80 0.69 

制定 

规划 
24.07+6.70 22.87+6.73 1.79 

问题 

解决 
18.56+5.35 17.36+4.81 2.37 

总体 116.55+29.28 112.44+29.90 1.39 

职业探索 环境 

探索 
16.90+4.79 17.12+4.30 2.95 

自我 

探索 
18.46+5.48 19.07+4.39 10.76

**
 

总体 35.36+9.48 36.20+7.66 9.20
**

 

注： 
*
p < 0.05, 

**
p < 0.01  

3.3 区域差异检验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城镇学生在情感表达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

家庭环境的其他维度得分以及总分上，区域差异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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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个维度得分以及总分上，区域差异不显著。 

在职业探索各维度以及总分上，区域差异不显著。 

表 4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区域差异 

 
 城镇（M+ SD） 农村（M+ SD） t 

家庭环境 亲密度 7.08+2.01  7.13+1.87 1.30 

情感表达 5.07+1.80  5.02+1.56 5.14 

矛盾性 3.11+1.86  3.29+1.90 0.62 

独立性 4.98+1.47  4.87+1.47 0.21 

成功性 5.41+1.74  5.63+1.84 0.37 

文化性 3.98+2.09  3.48+2.00 0.02 

娱乐性 4.19+1.88  3.79+2.00 1.04 

道德宗教 5.59+1.55  5.78+1.40 3.70 

组织性 6.52+1.64  6.39+1.75 1.08 

控制性 3.87+2.13  3.85+2.04 0.90 

总体 49.78+8.19 49.23+8.23 0.05 

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感 

自我评价 18.04+4.89  18.00+5.15 0.50 

选择目标 27.28+6.20  27.10+6.54 0.67 

收集信息 27.91 +6.74  27.58+7.09 0.53 

制定规划 23.68+5.94  23.12+6.51 0.31 

问题解决 18.03+4.59  17.76+4.83 0.41 

总体 114.94+26.22  113.57+28.06 0.51 

职业探索 环境探索 17.39+4.51  16.67+4.51 0.07 

自我探索 18.97+4.94 18.65+4.87 0.13 

总体 36.36+8.37 35.32+8.61 0.01 

注： 
*
p < 0.05,

 **
p < 0.01 

3.4 年级差异检验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在自我探索维度以及职业探

索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家庭环境总分以及其各维度，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分

以及其各维度差异均不显著。 

进一步做事后比较发现，在自我探索维度和职业探索总分上，中职学校三年级

学生得分均显著高于二年级学生。说明三年级学生对自我的探索、职业探索方面的

意识和行为均多于二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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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年级差异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F 

M SD M SD M SD 

家庭 

环境 

亲密度 6.90 1.87 7.26 2.00 7.11 1.92 1.27 

情感表达 4.99 1.73 5.01 1.59 5.16 1.75 0.33 

矛盾性 3.19 1.85 3.09 1.91 3.39 1.87 0.84 

独立性 4.69 1.53 5.09 1.47 4.97 1.34 2.80 

成功性 5.30 1.88 5.63 1.72 5.62 1.77 1.47 

文化性 3.61 2.04 3.63 2.04 4.02 2.09 1.48 

娱乐性 3.81 1.91 4.06 1.95 4.08 1.98 0.75 

道德宗教 5.63 1.50 5.82 1.47 5.57 1.45 1.03 

组织性 6.44 1.70 6.35 1.67 6.61 1.71 0.77 

控制性 3.81 2.02 3.68 2.05 4.19 2.18 1.95 

总分 48.39 7.90 49.61 8.33 50.72 8.26 2.47 

职业决
策自我
效能感 

自我评价 18.41 4.56 18.17 4.99 17.31 5.58 0.44 

选择目标 27.53 5.75 27.35 6.30 26.52 7.19 0.22 

收集信息 28.59 6.31 27.79 6.81 26.63 7.73 1.04 

制定规划 24.02 5.82 23.53 6.10 22.42 6.92 0.78 

问题解决 18.24 4.385 17.83 4.460 17.54 5.46 0.11 

总分 116.79 24.04 114.67 27.03 110.41 30.86 0.53 

职业 

探索 

环境探索 17.36 4.250 16.41 4.732 17.54 4.454 2.57 

自我探索 18.92 4.683 18.14 5.060 19.67 4.830 3.23* 

总分 36.27 8.018 34.55 8.947 37.20 8.195 3.47* 

注： 
*
p < 0.05,

 **
p < 0.01 

3.5 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探索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 6 可知，家庭环境总分与职业探索总分及其各维度、以及职业决策自我

效能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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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相关关系 

 家庭环境 自我评价 选择目标 收集信息 制定规划 问题解决 
职业决策自我效

能感 
环境探索 自我探索 

职业探索

总分 

家庭环境 1.000                    

自我评价 0.214
***

  1.000                  

选择目标 0.158
***

  0.832
***

  1.000                

收集信息 0.168
***

  0.881
***

  0.853
***

  1.000              

制定规划 0.174
***

  0.818 
***

 0.866
***

  0.861
***

  1.000            

问题解决 0.184
***

  0.785
***

  0.844
***

  0.840 
***

 0.835
***

  1.000          

职业决策 

效能感 

 

0.190
***

  

 

0.921
***

  

 

0.943
***

  

 

0.953
***

  

 

0.940 
***

 

 

0.914 
***

 

 

1.000  

      

环境探索 0.306
***

  0.503 
***

 0.442
***

  0.487
***

  0.473 
***

 0.434 
***

 0.500 
***

 1.000      

自我探索 0.318
***

  0.381
***

  0.334
***

  0.350
***

  0.344
***

  0.336 
***

 0.372 
***

 0.627
***

  1.000    

职业探索总分 0.346
***

  0.487
***

  0.428
***

  0.460 
***

 0.450 
***

 0.424
***

  0.481
***

  0.893
***

  0.910 
***

 1.000  

注： 
*
p < 0.05,

 **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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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探索的中介效应 

3.6.1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探索的回归分析 

对中职生的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进行回归分析，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获得参数估计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如果不包

括 0，则表示预测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 7 所示，中职生的

家庭环境对其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中职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也对

其职业探索预测作用显著。 

表 7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职业探索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SE P R2 95%CI 

家庭环境 职业探索 0.359 0.048 0.000 0.12% [0.254, 0.264] 

 

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感 

 

职业探索 

 

0.138 

 

0.013 

 

.000 

 

0.23% 

 

[0.113, 0.162] 

 

家庭环境 

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感 

 

0.686 

 

0.177 

 

0.000 

 

0.36% 

 

[0.339, 1.033] 

3.6.2 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探索的中介作用 

由表 6 相关分析结论发现，中职生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其职业探

索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两相关，并且相关显著，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检验。 

由表 7 回归分析检验发现，家庭环境对职业探索预测效力为 0.359，Bootstrap

方法检验 95%的置信区间为[0.254, 0.264]，区间内不包含 0，因此家庭环境对职业

探索的预测作用显著。 

家庭环境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预测效力为 0.686，Bootstrap 方法检验 95%

的置信区间为[0.339, 1.033]，区间内不包含 0，因此家庭环境对中职生职业决策自

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显著。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其职业探索的预测效力为

0.138，Bootstrap 方法检验 95%的置信区间为[0.113, 0.162]，区间内不包含 0，因此

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探索的预测作用显著。 

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家庭环境对职业探索的预测效力

为 0.120，Bootstrap 方法检验 95%的置信区间为[0.264, 0.454]，区间内不包含 0，

家庭环境对职业探索的预测作用由 0.359 降为 0.120，但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进一步采用 MPLUS 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数据检验，模型拟合数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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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模型拟合指标 

X2 /df    TLI CFI AIC BIC SRMR RMSEA 

52.96* 0.982 0.995 6647.79 6653.83 0.009 0.019 

模型水平显著，CFI 介于 0,1 之间，TLI 接近 1，SRMR 小于 0.08, RMSEA 小

于 0.05,模型拟合结果良好。 

由此可见，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环境与职业探索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  

 

 

 

 

 

 

 

 

 

 

 

 

 

 

 

 



家庭环境对中职生职业探索的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18 
 

第四章  讨论 

4.1 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4.1.1 性别差异分析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在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得分方面，并没

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同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得分方面，男女生差异不

显著。该结果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如在

Hackett 等发表的论文中就指出，性别差异对于常规职业选择过程中的职业自我效能

感的影响较为微弱 [43]；这也与张彬彬，郑日昌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在李梦霞的

研究成果中，系统的论述了某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中，男女学生在职业选择过程

中，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有着显著差异，尤其是问题解决维度、自我评价维度上，

差异更是非常显著[44]；而针对这一问题，在刘丹等人发表的论文中则指出，当前中

职院校学生自我效能感个体差异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女生

的自我效能感普遍低于男性学生；第二，那些工作意向明确，亦或者有着丰富工作

经验的学生，往往有着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但是在问题解决上有所欠缺，说明中职

生在对自己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缺乏一定的信心[45]。上述情况的客观存在，其原因

可能是：一方面，中职院校学生深受教学方式方法以及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影响，

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是学校就业指导课程所带来的客观影

响；而在另一方面，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中职生样本，多来自于就业难度较低专业，

因此性别对于这一群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影响能力较为薄弱。 

本研究分析得出：女性学生的职业探索总体以及自我探索维度方面，相对于男

性学生来说有一定的优势。这一结果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结果相一对致。Maria Taveira

等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相对于男生来说，女生往往能够在自我探索维度上得到更

为理想的分数，但是通常环境探索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男生。同时，在文胜等人的

研究成果中，也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指出：职业探索行为方面，男生通常

略少于女生[46]。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Blustein 在大学生中的研究结果

显示，性别在职业探索存在显著差异，邓艳慧、骆泽深，张娟，陆冠儒等的研究表

明，男女生对职业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没有显著性差异[47]。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

异，可能和研究方法、测量方法以及样本的不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仍然有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的必要。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男女生在家庭环境的文化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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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女生在文化性方面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家庭环境的其他维度以及家庭环境总

体上，男女生差异不显著。这与王姣、纪藕香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证明当前我

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之下，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不断消除，男女平等已经逐步成为

社会的共识[48] [49]。 

4.1.2 生源地差异分析 

城镇学生在情感表达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家庭环境其他维度以及总

体上，区域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城镇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城乡差异缩

小。 

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以及总体上，区域差异不显著。这与张晓斌、李

琼等的结论相一致，正说明了城乡差距缩小使得信息传播也更加快捷，城乡间经济

状况、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差别也越来越小[50]。来自农村的中职生求职信心也

有所提高，改变了从前怯懦自卑的状态。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被试来自

于本市周边的城镇和农村，城乡间的环境差别不是很大。 

在职业探索方面各维度以及总体上，区域差异不显著。这一结论与骆泽深，张

娟，陆冠儒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均值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区域差

异表现的并不明显，即来自于大中城市、农村以及城镇的学生，自我探索以及环境

探索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 

4.1.3 年级差异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得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及其各维度差异均不显著。

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中职生年龄小、学制短的原因造成的。这一结果

与余淑君在论文中得出的研究结果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即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

不同年级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和受教育程度没有直接联系[51]。Luzzo 也

在研究中指出大学生的年龄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没有显著相关[52] 。 

进一步做事后对比发现，在自我探索维度、以及职业探索总体和年级成正向相

关关系，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证明三年级学生对自我的探索以及职业探索方面的

意识和行为多于二年级学生。Neice 以及彭一方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同

样指出年级的增长将会促进学生自我探索程度的进一步提升。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在家庭环境总体以及其各维度差异不明显，事后

检验也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4.2 中职生家庭环境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探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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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家庭环境与职业探索的相关分析 

    按照社会职业认知理论，家庭因素是影响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中职生而

言，尽管学校会提供顶岗实习的机会让他们接触社会，但是他们绝大多数还是未成

年人，家庭成员对其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显著，尤其是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所产生的

影响更是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本研究在对中职生职业探索各维度和家庭环境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职业探索

的两个维度均与家庭环境总体显著相关。特别是成功性、文化性、娱乐性、组织性

和控制性五个因子评分在中职生环境探索和自我探索两个维度均呈显著性相关。这

种情况证明，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以及

社会实践活动，并且角色分工明确、组织性较强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子女积极主动地

参与更多的职业探索活动，进而培养他们更强的职业探索能力。 

 4.2.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与职业探索的相关分析 

通过对表 6 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职业探索的总体情况、各维度和职业决

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p < 0.001）。这说明中职生职业

决策自我效能对于职业探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得分越

高，则其职业探索水平也越高。以上研究的结果与 Blustein 和 Gushue 研究结论相

似，即某一个体如果具有较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那么其自我环境探索水平

也必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上。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将自我效能理解为个体完成任务和自我效能之间所具

有的联系。如果在某一领域产生了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往往会导致其在本领域中整

体表现的下降，反之亦然。实际上，如果某一学生的职业决策效能感较高，那么他

们往往会在实际的职业探索过程中有着更为积极而出色的表现，如主动的去参与和

本职业有关联的活动以获得经验，或者主动找寻和本职业相关的数据、信息等。除

此之外，这些学生往往也对自身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在职业探索活动中表现出更

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反之，则会在职业探索的过程中被动的接受知识，从而反过

来对其职业决策效能感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4.2.3 家庭环境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根据表 6 结果看出，家庭环境各维度中，独立性、成功性、文化性、娱乐性、

组织性、控制性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有不同显著程度的相关关系。并

且，家庭环境总体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01）。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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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性、文化性、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都是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量重要

预测变量，说明如果家庭成员自尊、自信和自主程度越强，更多地注重学业成绩和

工作上的成功，注重参与智力性、文化性的活动，合理安排社交和娱乐活动，有组

织地安排家庭活动，使用固定的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则个体更有信心在选

择职业时评价自我，有更高的信心做出职业决策。 

4.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影响职业探索的具体过程中，职业决策效能感具有非常

显著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家庭环境会对学生的职业决策效能感产生直接的影响，

进而对其职业探索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中职生在亲

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等方面都良好的家庭环境中，

能培养出更高的效能感，可以以更为充裕的信心进行职业信息的搜集，并正确、客

观的评价自身的实际能力情况，从而有效的提升了职业定位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个

体的家庭环境亲密度越高、独立性越强、情感表达越顺畅，则必然会在职业探索的

过程中感受更多的积极情感，所以必然会在职业决策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自信心；

而家庭积极因素越多，则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掌控周围环境的信心，从而为其职业

决策效能感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支持。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和目标的

完成之间有着较高的匹配度，那么显然会对这一目标的顺利完成产生更大的信心，

随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其职业探索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强调，无论是个体特征还是学习经验以及所处环境，都会对

职业选择行为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此这些对于中职生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是不言而喻的。而本文研究中发现，家庭环境对职业探索的影响过程中，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应，而这和前期研究结论显然是一致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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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通过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使用描述统计、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考察了中职生职业探索与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

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性别中职生在家庭环境娱乐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探索维度

和职业探索总分上存在差异，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所具有的差异并不显著； 

（2）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探索上，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中职生之间不存在差

异；在家庭环境的情感表达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3）不同年级中职生在家庭环境、职业自我效能感差异不显著，但是职业探

索总分、自我探索总分上的差异非常显著； 

（4）家庭环境、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探索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5）职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环境和职业探索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5.2 对策与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改善中职生家庭环境 

根据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个体的家庭因素是职业探索的重要因素，中职生最初

有关于职业的认知和职业信息相关的获得都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因此为中职生提供

更为宽松、和谐、民主、积极的家庭环境，可有效的提升中职生职业探索能力和水

平，增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同时家庭环境的各项因素也影响了职业探索活动的

进行。二者共同相互作用在内在动力和外部行为上一起影响职业探索。职业决策效

能感与家庭环境显著相关，并且家庭环境还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对职业探索产生

间接影响。 

如上文中所介绍的那样，中职生职业发展深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学校所

开展的就业指导活动，也同样应将家长纳入指导工作范畴中来，让父母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中，为其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54]。 

（2）有效提高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职业指导课程始终是当前阶段全面提升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方

式。针对当前阶段就业指导课程开展的基本情况，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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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首先，全面推广就业指导课程，在进一步提升必修课中就业

指导课程所占比重，同时，全面强化课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就业指导课程

应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当前就业指导课程具有重理论

轻实践的情况，不仅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的支持，而且考试也相对简单、随意。所

以应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学习更为具有针对性的就业理论，成功的调动起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后，应强调实践在就业指导课程中的作用。实践操作课趣味性

强、覆盖面广，如果能够以讲座、比赛等形式组织开展，引入诸如“专业技能应用”

等主题实践活动，无疑可以极大的提升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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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梭，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已经结束。回首在山大学习的这段时光，

我感慨万千，因为这是我从内心深处真正成长的三年，无论是在学习上，生活上还

是工作能力上都是受益良多。感谢三年的学习时光这么多学识渊博的老师们和热情

友爱的同学们的陪伴，回想起学习中的每一天都是那么让人怀念。值此毕业论文完

成之际，我谨向所有给我关心、帮助的人以最诚挚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孙雅峰老师，孙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谦逊的处事风格，平易近人的人格魅

力对我影响深远，让我受益终生。本论文从选题到成稿，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导师的

悉心指点。在此，我向我的导师孙雅峰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与祝福。 

当然本论文的完成也离不开其他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的关心与帮助，在此

要感谢各位老师在论文开题和初稿期间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还要感谢我们一起

并肩作战的好友李婷、张淑华、郑阿、刘阳和牛扬帆，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家人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一路走

来，要感谢的人太多，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无法形容我此刻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然而，

他们对我的影响将是永生难忘的，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以此为动力，更好的

工作和生活。 

最后也要感谢这么努力的自己，所有辛苦都会迎来甘甜。回想整个论文的写作

过程，在不易中经历了很多的思考和启示，也更加深切地体会了心理学的精髓和意

义，因此我倍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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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胡渊 

性别：女 

籍贯：山西祁县 

个人简历：1998.12至今 就职于山西省阳泉高级技工学校           

联系方式：15535311976 

电子邮箱：huyuan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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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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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

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

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

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