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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的相关调查
张 页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随着社会各个层面竞争的加剧以及快节奏的生活现实的影响，心理资本已然超越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

成为衡量高职大学生职业能力的一项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心理资本量表和就业能力量表，对近3所高职院校内的608

名高职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代的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存在明显的专业差异和性别差异，职业能

力存在明显的专业差异和性别差异；职业能力与心理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对职业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包括

乐观、希望、韧性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四个心理资本因素。结论：心理资本对职业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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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and the impact of fast-paced life real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lready surpassed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measuring the vocational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the employability scale, this paper conducts a survey

of 608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nearly three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bvious professional differenc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obvious professional differenc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psycho-

logical capital; Predictors include four psychological capital factors: optimism, hope,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fess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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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

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化，包括高职大学生在内的

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不

断下滑的就业率，特别是高职毕业生“毕业即失

业”的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

题。高职大学生就业难来自多方面的原因，其中，

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高职大学生职业规划

意识不强、知识的有效转化率及职业能力低下。

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国内外学者对此

做了很多的研究，并且从心理资本的角度对职业能

力予以审视并进行开发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

角。心理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 Luthans 等人所提

出，是指个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包括希望、

乐观、韧性及自我效能等四个维度的积极的心理状

态 [1]。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成分都具有积极的可塑

性。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 1：职业能力与心理资本各维度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

Avo1io 等 (2004)进一步研究表明，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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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乐观、希望、韧性等对学习成绩产生正向影

响，而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等均为积极的心理

状态，属于心理资本。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认知参

与，增强自我效能感可以促进学生对认知策略的运

用，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国内学者柯江林将心理资

本分为两个类型，即：人际型心理资本、事务型心

理资本 [2]。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工作满意

度、幸福感及工作绩效等可以通过心理资本的开发

予以提高[3-4]。心理资本对职业能力之间的正向作用

关系，学者胡晶君[5]、高燕[6]、王楚平[7]等的研究成

果也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

点并不统一，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的关

系直接影响到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大问题，因

此，对此进行调查与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基

于此提出假设2。
假设 2：心理资本对职业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

作用。

二、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

为研究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二者之

间的关系，本文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抽取 3所高

职院校共 608名大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制作并发放

了 608份调查问卷，在 596份回收问卷中剔除无效

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55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9%。其中，男女分别为 348 人 （比例 57%）、

260人（比例 43%）；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分别

为：159人、260人、189人（比例分别为：26%、

43%、31%）；艺术类、文史类、理工类学生分别为

144 人、 198 人、 296 人 （比例分别为： 21%、

31%、48%）。

（二）研究方法

1.就业能力自我评定量表

本文采用王苑的就业能力自我评定量表对研究

标本职业能力予以测量，量表包括“个体可靠性、

认知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及自我意识”四个维度，

计分采用李科特7点计分法（1-7)，分数越高就说明

职业能力指数越高；量表具有可靠的效、信度[8]。本

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各维度内部

信 度 系 数 分 别 为 0.806、 0.650、 0.636、 0.761、
0.602。

2.心理资本量表

本量表是在柯江林[9]的心理资本短板量表的基

础上修改而成，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法。分数越高

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量表共包含40个题项，第

15、19题为反向计分题，包括人际型心理资本和事

务型心理资本两个子维度。科隆巴赫系数为 0.76，
分半信度系数为0.84，因此信度良好；且心理资本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 0.64～0.86上下波动，

因此，具有较好的效度。本文对所有调查数据均运

用SPSS17.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三、结果

（一）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状况

对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状况考察结果如表 1所

示。分析表 1可以发现：心理资本及其两个子维度

在性别上存在着明显性差异且男生优于女生；在年

级上心理资本总分也存在差异，人际型心理资本的

差异是主因。通过进一步的检验发现（LSD）：在大

二与大三学生之间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差异更为明

表1 心理资本在高职大学生性别、年级、专业上的差异

事务性

人际型

心理资本

女

x̄ ± s
69.82 ± 11.54

t
-4.787**

73.82 ±12.31
t

-2.447*
133.5 ±20.98

t
-4.24**

男

75.03 ±11.82

69.10 ±8.99

149.9 ±15.98

大一

x̄ ± s
68.89 ±11.82

F
2.697

76.29 ±12.31
F

3.569*
145.1 ±22.87

F
3.17*

大二

73.92 ±9.22

76.89 ±8.98

149.2 ±15.96

大三

71.0 ±11.88

73.9 ±12.01

147. ±19.00

理工

x̄ ± s
72.36 ±9.76

F
2.015

76.10 ±9.99
F

4.988**
150 ±17.22

F
3.05*

文史

69.08 ±10.97

74.11 ±9.02

135.2 ±18.97

艺术

72.39 ±12.64

76.98 ±12.03

150.6 ±21.99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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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大二学生明显高于大三学生的心理资本；在专

业方面，心理资本总分也存在着差异，导致这种差

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源自人际型心理资本。

（二）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状况

表 2为高职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的就

业能力比较。

由表 2可知，在年级上就业能力不存在显著差

异，而在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就业能力显

著高于女生。经过事后（LSD）检验发现，艺术类

学生与理工类学生不存在明显差异且二者均与文史

类学生存在明显的差异；职业能力方面文史类学生

也明显低于理工类和艺术类学生。

（三）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的相关

分析

基于高职大学生职业能力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

系的了解，对两个变量及其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见表3。
通过对表 3的分析可以发现：心理资本及各维

度与就业能力及各维度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证明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间关联度很高。

表3 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的相关分析

自我意识

合作沟通

认知能力

个体可靠

就业能力

进取奋斗

0.49**
0.37**
0.54**
0.41**
0.56**

顽强坚韧

0.29**
0.43**
0.42**
0.49**
0.52**

希望乐观

0.31**
0.43**
0.40**
0.32**
0.43**

勇敢自信

0.39**
0.49**
0.49**
0.51**
0.57**

宽恕包容

0.51**
0.46**
0.46**
0.33**
0.51**

沉稳谦虚

0.31**
0.40**
0.39**
0.55**
0.52**

奉献感恩

0.34**
0.42**
0.42**
0.50**
0.52**

礼让孝敬

0.31**
0.37**
0.41**
0.50**
0.48**

事务型

0.49**
0.53**
0.58**
0.57**
0.65**

人际型

0.46**
0.52**
0.53**
0.59**
0.66**

心理资本

0.54**
0.60**
0.61**
0.63**
0.70**

表2 就业能力表现在年级、性别、专业上的差异

就业
能力

女

x̄ ± s
123.2 ±16.53

t
-5.31**

男

122.1 ±14.89

大一

x̄ ± s
121.3 ±14.99

F
0.59

大二

136.0 ±14.99

大三

134.2 ±16.96

理工

x̄ ± s
132.1 ±16.01

F
4.43*

文史

121.1 ±14.97

艺术

131. ±15.64

（四）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能力的回归

分析

根据散点图检验线性关系能够看出：心理资本

与就业能力二者之间呈线性相关，说明可以运用回

归分析法对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描述。为了对高

职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对就业能力的影响做进一步

的考察，分别以心理资本的八个维度作为自变量、

以就业能力的四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对其进行多元

回归分析，见表4。
由表 4可知，对自我意识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包

括勇敢自信、进取奋斗、宽恕包容、希望乐观，但

坚韧顽强对自我意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其共同解

释率为 39.2%；对沟通合作有正向预测作用包括宽

恕包容、勇敢自信、希望乐观、礼让尊敬、沉稳谦

虚，共同解释率为 37.3%；对认知能力有正向预测

作用包括进取奋斗、沉稳谦虚、宽恕包容、勇敢自

信和礼让尊敬，共同解释率为 41.3%；包括礼让尊

敬、顽强坚韧、沉稳谦虚、勇敢自信四个因素均对

个体可靠性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解释率为44.5%。

表4 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就业能力的回归

因变
量

自我
意识

沟通
合作

认知
能力

个体
可靠
性

自变量

进取奋斗

宽恕包容

勇敢自信

希望乐观

顽强坚韧

勇敢自信

宽恕包容

礼让尊重

希望乐观

沉稳谦虚

进取奋斗

沉稳谦虚

宽恕包容

勇敢自信

礼让尊重

沉稳谦虚

勇敢自信

礼让尊重

顽强坚韧

R

0.59

0.58

0.71

0.70

R2

0.41

0.298

0.399

0.399

F

64.02***

59.32***

70.13***

100.83***

B

0.33

0.15

0.123

0.12

-0.09

0.40

0.18

0.181

0.17

0.12

0.39

0.28

0.23

0.29

0.17

0.60

0.50

0.29

0.23

Beta

0.44

0.165

0.14

0.14

-0.11

0.30

0.19

0.15

0.13

0.07

0.27

0.15

0.15

0.20

0.21

0.28

0.30

0.20

0.139

t

9.40***
4.20***
2.69***
2.80***
-2.69***
6.19***
4.30***
3.59***
2.90***
2.32***
6.61***
3.59***
3.49***
3.89***
2.71***
7.21***
7.63***
4.79***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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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一）对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基本状况的分析

第一，在性别上，女生得分明显低于男生，从

而说明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就是习

俗上对男生和女生的期望值存在差异，孩子从小的

教育也各不相同。无论是在学校接受教育或是家庭

日常生活中，男孩子都是强者的象征，因此男生相

比女生应更具顽强、坚韧和自信的品质。第二，在

中国由于习俗和文化的原因，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主

导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而在融入社会并被社会

所认可方面，相比女性，对男性的要求相对来说更

多，要更具宽恕、礼让、包容和奉献的品质。因

此，在针对高职大学男女生的心理资本的开发与培

育上，要结合上述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

实施方案。第三，大二高职学生人际型心理资本得

分明显超过大三学生得分，这和大三学生面临的就

业或者专升本压力有直接影响关系。鉴于此，高职

院校在今后开展的相关心理教育课中应加大对高职

大学生关于人际交往能力方面的开发与培养力度，

尤其是针对大三的高职大学生更应做足这方面的

“功课”。第四，在专业的选择方面人际型心理资本

也存在明显差异，文史类学生的心理资本得分显著

低于艺术类学生。原因是艺术类学生在学校有更多

的机会参加校内、校外组织的一些比赛和活动，其

人际交往能力也就在潜移默化的实践交往中得到了

锻炼和提升；另外，经常参与学校和社会组织的一

些演出活动，不仅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也提升了高职

学生人际交往的自信和能力，同时自己的职业目标

和追求也会通过参与这些活动的锻炼不断得到修正

和明确，而这些优势又恰恰是文史学科高职学生所

最为欠缺的一项能力。因此，在今后的心理资本开

发与培育方面，高职院校应针对高职学生专业不同

的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教

育效果。

（二）高职大学生就业能力状况分析

研究证明，在就业能力上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这是因为男生相对女生而言，责任心强、更能吃苦

耐劳且更加理性。在实际就业的选择过程中，同等

学力和条件下用人单位更青睐于男生，这与上述分

析的现实情况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高职院校应

有针对性地加大对高职女生在就业能力方面的培育

和开发力度；在就业能力上学生所学专业也存在较

大差异，艺术类、理工类明显高于文史类的就业能

力。这与付丽菲[12]等人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相对

文史类高职大学生而言，艺术类、理工类的高职大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较多，积累的社会实践经验

也就多，更懂得全面与社会要求接轨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而文史类的学生则基本封闭在“象牙塔”中

居多，更少参加相关社会实践的机会，这方面的社

会经验也很少，职业规划的意识更加薄弱。因此，

在高职院校今后的心理教学辅导课中，应加大文史

类专业学生的社会实践一类的素质教育力度，促使

文史类高职学生更多地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广泛地

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增强文史类专业高职

学生的就业能力。

（三）就业能力与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关系分析

研究证明，自我意识的提升与高职大学生个人

的乐观、自信、宽恕、勇敢、奋斗等积极心理密切

相关，但顽强坚韧的过度则会使自我要求严苛，反

而制约了自我意识的提升；基于希望乐观与勇敢自

信的品质会使大学生心里渴望并愿意以主动的姿态

与人交往，从而将自己的社交范围扩大；而宽恕包

容、礼让尊敬、沉稳谦虚则容易获得交往对方的好

感并迅速被认可和尊重，使得彼此的交往更为顺

利、更有质量；高职大学生提高自身认知能力的前

提是目标要明确，进取的基础是自信，对通过自己

的奋斗达成既定的职业目标充满信心，但在自信的

同时还应做到谦逊、沉稳，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与成

功者存在的差距并在工作、生活中加以丰富和弥

补。另外，还要做到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并能够以

宽恕的心态理性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沉稳谦虚、

自信坚强等因素对个体可靠性均具有积极影响，进

一步表明：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高职大学生谦虚沉稳

则会令人产生好感，个体可靠性显著增强；而高职

大学生所具有的勇敢自信与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

内在品质和精神风貌则会增强个体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

四、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心理资本对就业

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开发高职大学生的

心理资本能实现高职大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升的目

的，这与研究假设是一致的。基于此，高职院校首
（下转 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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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应在今后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将高职大

学生心理资本的开发渗透并贯穿到各项教学活动的

每个环节；其次在教学研究中应积极提倡和鼓励学

生质疑，培养高职大学生的自信与进取的品质；再

次高职院校应积极开设多层次、多领域的实践课并

全方位的拓展课外性的社会活动，为高职大学生提

供更多的志愿服务机会和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提

升高职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水平，进而更好地帮

助高职大学生做好就业规划，全面提升高职大学生

就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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