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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高职毕业生A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及其关系 

刘志强 

【摘要】目的 调查工科高职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及其关系，为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200名工科高职毕业生 ，用 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职业能力 自评量表进 

行 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回收有效问卷 188份。结果 高职男生在 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中的学 

习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形态能力、眼手协调能力等方面优于高职女生(P均 <0．05)；自我效能感总均分 

与空间能力、文秘能力和眼手运动能力正相关(r=0．213～0．342，尸均 <0．01)；眼手协调能力因素能解释高职 

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回归模型变异的19．20％。结论 提高高职生动手能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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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ffi cacy and vocational ability in engineering higher vocation~ graduates L1U Zhi—— 

qiang．Yancheng College of Textile Technology，Jiangsu 224005，China 

【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vocational ability in Engineering higher voca— 

tional graduates，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mental heath educ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M ethods By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l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were better in self—effi— 

cacy and vocational ability of learning ability，language ability，spatial ability，form ability，hand eye coordination ability than fe— 

male students(P<0．05)，and we found hand eye coordination contributed to improve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self—efficacy 

leve1．Conclusion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can help to improve their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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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社会认知论中的 
一 个重要概念，自1977年 Bandura首次提出后 ， 

30多年来受到心理学界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 

理论和应用研究。自我效能感是一种关于自我的 

信念和思维模式，是个体在执行任务前对自己执行 

任务的水平和能力等方面所持有的信念、判断或自 

我感受 -4]。Bandura认为，由于不同活动或任务 

之问有差异，它们所需要的技能也存在不同，因此 

个体自我效能感必然和特定任务或领域相联系，职 

业自我效能感便是自我效能感在具体职业上的表 

现，是个体对能否胜任职业任务或职业活动所具有 

的信念。已有研究表明 ， ，职业 自我效能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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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个体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动机过程调 

节，从而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工作绩效、职业决 

策、工作态度、职业紧张以及职业成就等。但关于 

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等内在因素的相关研究很 

少，本研究旨在探讨高职院校毕业生 自我效能感和 

职业能力的关系，并对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内在因素 

做一些探索。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江苏省盐 

城市某高等职业院校 2009届的工科毕业生 200 

名，回收有效问卷 188份，男生 104人，女生 84 

人，民族均为汉族，年龄(23．15±1．58)岁。专业 

包括机电一体化、汽车电子、机械制造、机械设备 

与维修和电气自动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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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具 

1．2．1 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Jerusalem和 

Schwarzer编制，经张建新等翻译修订。量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采用四点计分法，总分越高，表明自 

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信度系数(Cron— 

bach S Alpha)为 0．83，且有良好结构效度。 

1．2．2 职业能力 自评量表 又称普通能力倾向 

成套测验(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GATB)，由 

美国劳工部编制的，后来，日本劳动省将 GATB进 

行了日本版的标准化，制定成《一般职业适应性检 

查》。该量表是从一般学习能力、言语能力、算术 

能力、空间判断能力、形态知觉能力、文秘能力、眼 

手协调能力等七方面测量职业能力，并据此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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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业倾向建议的自评量表。 

1．3 施测方法 通过电子信箱和电话联系200 

名被试，通过网上心理测评系统进行施测，经过一 

个月的时间，回收有效问卷 188份。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0软件进行 t检验、 

Pearson相关分析和一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高职毕业生职业能力和 自我效能感在性别 

上的差异比较(见表 1)。 

由表 1显示，男、女高职毕业生在学习能力、 

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形态能力、眼手协调能力、效 

能总均分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0．05)。 

表 1 高职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的差异(i±s) 

2．2 高职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与空 

间能力、文秘能力和眼手运动能力正相关(r： 

0．213～0．342，P均 <0．01)。 

以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作为因变量，以职业能 

力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回归分析显示，眼手协调 

能力因素能解释高职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回归模型 

变异的19．20％，见表2。 

表2 高职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能力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等一 

线培养技能型人才，各种职业能力的培养对于高 

职毕业生而言至关重要。本研究提示，高职男毕 

业生在学习能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形态能力 

以及眼手运动能力等方面高于高职女毕业生(P 

均 <0．05)。研究发现，工科类高职毕业生在毕业 

后参加工作，在团体活动、体育锻炼、社会交往、技 

能学习等多方面，男生要比女生表现更积极 ，也更 

突出；工科类高职女毕业生人数相对少，她们在参 

加活动和素质锻炼方面机会也相对较少。这可能 

和性别角色社会化有一定关系，也和文化有关系。 

虽然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到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 

改观，但是处于青春后期刚毕业的女生在职业选 

择方面仍然会集中于传统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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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她是学工科的高职生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因为 

和高职男生相比，高职女毕业生在家庭和工作之 

间保持平衡的忧虑要多得多，进而影响她们在职 

业选择上更倾 向于不会影响其家庭生活 的职 

业 。这些职业所具有的个人挑战性和 自我锻炼 

方面都相对较少，所以在职业能力方面工科类高 

职女生要明显不如高职男生。高职男毕业生在工 

作中更注重工作能力的培养和个人事业的发展前 

景 j，所以工科类高职男毕业生一般在参加工作 

后积极锻炼 自己和提高自己。而且高职男生在自 

我效能感方面，也优于女生。高职男生一方面接 

受了更多的活动锻炼，知识、能力和技能相对来说 

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在活动中也锻炼 

了自信心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所以高职男生自 

我效能感相对要高些。在参加工作后，高职男生 

在能力锻炼、知识学习和技能获得等多方面比女 

生要好些。这可能是社会文化对男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和更强的挑战，他们要承担今后大部分的 

家庭生活开支，因此他们在职业选择方面更注重 

自己能力的锻炼和个人的发展前景。 

在个人自我效能感方面，高职男生由于从事 

的工作对他们要求更高，他们也更喜欢工作所带 

来的挑战和压力，在能力得到锻炼的同时，自我统 
一

性也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自我价值感更强，感 

到更多的对 自我的肯定和满足；而高职女生由于 

从事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对她们要求相对较低，工 

作压力和挑战性也相对较少，工作性质和薪金待 

遇等使得女生 自我效能感方面比男生低。而且， 

高职女生毕业后面临的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压力 

要高于男生，若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 “J，她 

们往往感到无力应对，对未来没有把握，缺乏有效 

的应对策略等会对自我效能感有消极影响 。 

在高职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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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我效能总均分与空间能力、文秘能力以及眼 

手协调能力正相关(P均 <0．05)，表明职业能力 

和自我效能感存在相关性。经过进一步的回归分 

析发现，职业能力中的眼手协调能力对高职生自 

我效能感有预测作用。表明在工作中眼手协调类 

的工作有助于高职毕业生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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