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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成就动机、自我概念与择业倾向的关系
刘颖1，卫垌圻2

（1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100069；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为考察大学生择业倾向的现状以及成就动机，自我概念对择业倾向的影响，采用中文版成就动机量表、自

我概念量表和择业倾向量表对56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受到其自身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概念

的影响，成就动机和社会自我对社会需求有负向预测作用，自我认同对物质保障需求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心理自我和追求

成功对自我发展需求分别有正向和负向的预测作用。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是在符合自我预期并有利于自我概念成长的基础上

受成就动机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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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择业倾向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信念和态度，它是价值观

在职业选择上的体现，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1】宏观

层面上分析，青年人的择业倾向必然受到整体时代风貌的

影响。凌文辁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我国青年和学生的择业标准在不断的改变，从

过去看重实现自我价值改变为现在对自我发展与物质利益

并重，【2】大学生在做出职业选择时，“获得好的收入”

这一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3】同时，也要看到，在进行

职业决策时，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个人内在原因(intrinsic 

reason)，而不是外在原因（extrinsic reason）和人际原因

（interpersonal reason）。【4】【5】比如，有研究表明，内隐自

尊和风险偏好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大学生的择业倾向。【6】

在众多影响择业的内在因素中，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很

关注个体的成就动机。叶琳琳以大、中专职校学生为样

本，测量了其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自我效能感，得出结论：

“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一个在优势需要的基础上，成就动

机产生和作用的过程”。【7】张冬梅等所做的研究表明，

成就动机对师范大学学生的就业倾向可以给出8.9%的解释

力，追求成功的动机高的学生倾向于选择能实现个人抱

负，能服务于社会的工作，而对于工作的轻松稳定则考虑

较少。【8】以山西的200名大学生为样本，杨林等人发现追

求成功的动机越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越突出，大

学生的择业效能感越高。【9】一项元分析研究综合了47项成

就动机与职业行为的研究数据，表明成就动机与职业选择

之间的确存在显著地相关。【10】

另外一个与择业倾向密切相关的内在因素就是自我概

念。在职业发展研究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为自我概念

理论（Self-concept theory）。该理论认为自我概念是遗传倾

向、生理与心理的成长、个人经验与环境特质相互作用彼此

妥协的产物。职业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自我概念的成长与实

现的过程。【11】现有的国内研究主要关注自我概念与择业效

能感之间的关系，择业效能感的操作定义中包含个体对自身

有准确自知，即自我概念的形成。【12】因此，自我概念是职

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的基础，同时，自我概念对择业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择业者常常倾向于按照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方式选

择择业目标，形成一定的职业期待。【13】可以看出，自我概

念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对大学生的择业倾向构成影

响。而目前尚没有实证研究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我们结合

有关成就动机研究的结论，做进一步推断，提出假设：大学

生的职业选择是在符合自我预期并有利于自我概念成长的基

础上受成就动机影响的过程。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研究调查了564名大学生的成就动

机、自我意识和择业倾向，通过t检验，方差分析和层次回归

分析等研究方法，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在做出职业选择时会受

到哪些外在因素（比如性别，年级，专业，城乡，是否独生子

女等）和内在因素（自我概念和成就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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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了一所三年制大专院校

600名大学生为样本进行数据收集。删掉无效数据后，得

到有效样本564名。其中男生318人（56.38%），女生246人

（43.62%），大一学生107名（18.97%），大学二年级学生

262名（46.45%），大学三年级学生195名（34.57%），理科

生108名（19.15%），工科生293名（51.95%），文科生163

名（28.90%）。来自城市的学生37名（6.56%），来自乡村

的学生462名（81.91%），城镇的学生65名（11.52%）。

（二）研究工具

成就动机量表：采用由吉斯米和尼加德编制的成就动

机测量表（AMS），该量表由叶仁敏修订，由两个维度组

成，分别测量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动机。量表共30个条

目，为4点量表，从“完全正确”到“完全不正确”分别记

1 - 4分。在本研究中，追求成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79，

避免失败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86。

自我概念量表：采用由美国田纳西州心理学家Fitts于

1965年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该量表由台

湾学者林邦杰于1978年修订完成。量表由70个条目组成，

包括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

我、自我批评、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9个因子及

自我概念总分。其中前五项为内容维度，自我认同，自我

满意，自我行动为结构维度，自我概念总分和自我批评为

综合状况。除自我批评以外，其它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自

我概念越积极，自我批评得分越高，表明自我评价越低，

自我概念越消极。在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在.70－.90之间。

择业取向量表：采用由陈敏（2009）编制的量表【14】，

共有18个项目，要求被试在5点量表的维度上对其择业时考

虑的问题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1为优先考虑，5为完全不

考虑。量表分为三个分量表，分别为对社会需求（如“工

作是否体面”）、物质保障价值（如“薪酬待遇”），和

自我发展（如“是否有发展空间”）的重视程度。本研究

中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72，.72和.70。

三、结果

（一）本研究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1中显示了成就动机的两个维度（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自我概念量表的9个因子与总分与择业取向量表的三个分

量表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避免同源误差，本研究在问卷收集过程中向被试强调

其回答的匿名性以及答案无正误之分。同时，使用打乱题目顺序以及反向计分的方法来避免被试填答中的惯性回答倾向。

另外，对所有主观测量条目做Harman单因素检验，在未旋转时得出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12.3%，可以判断同方法

偏差不严重。 

                                                                   表1 研究变量描述统计分析表

 

注：*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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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择业倾向的外在因素

本研究以择业倾向的三个量表（物质保障、社会需求

和自我发展）的得分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家庭所

在地、专业和是否独生子作为分类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

析，以了解大学生在择业倾向上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

城乡差异和专业差异等。

1.物质保障

大学生在物质保障的看重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

异。女生对物质保障的要求要显著低于男生（t=3.38，

p<.001）。这可能与女生就业困难，从而主动减低对物质

保障的要求有关。也有可能与社会传统对女生所需要承

担的经济压力不高有关；另一方面，男生受到来自家庭

和社会更多的经济期许和压力，也会相应增加其在择业过

程中，对物质保障水平的重视。同时，数据显示也存在明

显的专业差异，工科学生在择业时，会更看重工作带来

的物质满足，而人文学科的学生相对要求较低（F=3.19，

p<.05）。这应该也与就业整体大环境下，工科毕业后整

体收入比文科高有关系。对物质保障的价值评价还表现出

城乡差异（F=5.23，p<.01）。来自城市的学生相对不重

视考虑工作的物质保障情况，县城或乡镇的次之，而来自

农村的学生在找工作时会更看重工作可以带来的物质保障

情况。除此之外，在择业倾向的物质保障维度上也出现了

年级差异，大二学生比大三学生更加重视物质保障的要求

（F=3.52，p<.05）。

2.社会需求

在社会需求的择业价值观上表现出了年级差异 

(F=13.12，p<0.01)。由于不同年级面临的就业紧迫感、择

业经验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择业需求的倾向。主要表现

为，一年级学生较不重视工作的社会属性，在对工作的社

会需求考量较少，而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与大一学生相比则

考虑的更为周全。另外，学生的社会需求还表现出其家庭

所在地的差异（F=4.30，p<.05），来自农村的学生相对于

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学生而言，更多地会看重职业的社会属

性，而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学生则较少考虑这方面问题。

3.自我发展

择业价值观问卷中的自我发展量表主要反映大学生进

行职业选择过程中，对个人未来发展的看重程度。调查的

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个人自我发展的重视程度表现出专业

差异（F=3.23，p<.05）和年级差异（F=7.53，p<.001）。

进一步的比较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的学生对自我发展要求

要显著低于工科的学生；二年级学生最看重自我发展，而

三年级学生却在三个年级中对择业的自我发展维度评价最

低。此外，是否独生子女也对学生的自我发展上的得分有

显著的影响（t=4.45，p<.05），独生子女相比于非独生子

女，更加看重工作能够带来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三）大学生择业倾向的逐步层次回归分析

在对择业倾向的逐步层次回归分析中，首先控制之前

检验的能够影响择业倾向三个客观因素，如年级，性别

等。然后以社会需求，物质保障和自我发展为因变量，考

察成就动机与自我概念的预测作用（见表2）。从结果中可

以看出，社会需求受到避免失败和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以

及社会自我三个因素的影响，三者都对社会需求有负向的

预测作用，追求成功以及避免失败的成就动机越高，越不

注重择业时对社会需求的考量，社会自我评价越高，对社

会需求的重视程度越低；物质保障主要受到自我认同的显

著影响，对自我认同程度高的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较不

重视工作带来的物质保障；自我发展则受到心理自我，追

求成功的成就动机两个因素的影响，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

越强，越不看重择业时的自我发展要求，同时，心理自我

评价越高，越重视自我发展的要求。 

表2 成就动机，自我概念对择业取向的逐步层次回归

分析结果

注：*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四、分析讨论与对策建议

从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大学生的择业价值观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在社会价值总体稳定的情况下，每个大学生在

求职过程中对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社会需求的满足和自

我发展的要求都有不同。这些差异受到了性别、专业、家

庭收入、地域的影响，也受到了大学生自我概念和成就动

机的影响。

（一）影响择业倾向中物质需求的因素

总体来说，相对较容易就业而且就业后收入普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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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群体——男生和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更加看重工作

所提供的物质保障，同时，来自家庭收入一般的乡村学生

在择业时也更重视物质回报。这可能都与他们内化了社会

对他们的较高收入的期许有关系。社会遵照一般的预期普

遍期许男生和理工科学生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乡村学生则

背负了来自家庭对自己毕业后收入的期许，这些期许的内

化便成为了他们择业价值观上对物质保障价值的看重。

对物质需求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外

在表现。自我认同程度高的大学生，对物质保障的要求更

低，因为他们较少以物质上的满足作为对自我认识的一

个评价标准，反而是那些对自我认同不高的学生，希望

以物质生活的品质或标准来加强对自身的认同。这提示我

们，要理解和重视男生群体、理工科专业群体和来自乡镇

大学生群体在择业中的物质需求。在择业过程中，每位大

学生都会对就业后的工作收入和保障等物质方面有自己的

要求。但面对有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物质需求的择业

者，我们要仔细地分析他们形成这样的择业价值观的原

因，是来自于自身不现实的期许，还是家庭与朋友的压

力，抑或是自我认同程度不高的表现。特别是，不能单单

从表面理解大学生的择业倾向，要将大学生的择业倾向与

更深层的心理结构，比如自我认同等联系起来分析。

（二）影响择业倾向中社会需求的因素

工作的社会需求在本研究里不是指对工作的社会价值

判断，而是涉及工作是否稳定，是否符合父母意愿，是否

体面等社会属性的重视程度。我们看到，社会需求的价值

倾向除了表现出年级差异和城乡差异，还受到来自自我概

念的社会自我和成就动机中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的共同影

响。社会自我是反映大学生在与他人交往中的价值感和胜

任感。社会自我评价越高的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往中

已经可以获得良好的价值感，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有了良好

的认识，因此他们不太强调工作的社会需求。而同时，由

于工作是否稳定体面等可能会限制个人成就的实现，因此

成就动机较高的大学生也倾向于不太考虑工作是否稳定体

面，是否符合他人意愿等因素。

这里我们同样看到，大学生在就业中的价值倾向并不

是在择业活动开始后才形成的，它是个人长期稳定心理倾

向性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已。在本研究中，大学生对工作的

社会属性的看重程度，其实是他的社会自我和成就动机的

反映。面对在择业时，非常看重工作社会属性的大学生，

我们也同样要分析他们这样价值观形成的原因，是否可能

来自于较低的社会自我，或较低的成就动机。

（三）影响择业倾向中自我发展的因素

本研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文科生和即将面临就业的

三年级学生更少的考虑职业对自身的长远发展，比如是否

专业对口，是否有发展空间和升迁机会等。这或许是因为

他们即将或已然面临找工作的实际困难而需做出的妥协。

相比物质保障和社会需求，自我发展因为存在不确定性，

这本应该是大学生在择业中优先并重点考虑的要求之一，

却成为大学生在以获得职位为首要前提的情况下，容易向

现实做出的妥协。

心理自我与追求成功的成就动机也对自我发展的择业

倾向有显著的影响。心理自我用于表示大学生对其人格、

价值、能力等的评价。对自我评价较高，且强烈追求成功

的大学生更加重视工作的自我发展。这与之前研究者对创

业大学生与非创业大学生的自我概念的研究结论部分一

致，重视自我发展的创业大学生，其心理自我普遍高于不

创业的大学生【15】。对自己越自信的大学生，对自我发展的

重视程度也越高。择业价值观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

择业价值观可能反映了择业者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较合理的

成就动机。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大学生的就业教育与工作

不能仅仅面向毕业年级，它应该与心理教育等结合起来，

成为大学生日常学生教育的一部分。

五、结语

我国大学生的择业倾向会受到成就动机和自我概念的

双重影响。成就动机高的大学生不倾向于重点考虑工作是

否符合父母意愿，是否稳定等社会属性，他们更为重视工

作对自我发展的影响。自我概念的多个维度中，只有社会

自我和心理自我两个维度对大学生的择业倾向构成影响。

社会自我的水平越高，对物质需求越低；心理自我的评价

越高，对工作带来的自我发展要求越高。大学生择业价值

观是其自我概念和成就动机在就业活动中的反映。对大

学生择业价值观的分析，应该更加深入地与其潜在的心理

结构相结合。大学生就业教育与工作应该面向每一位大学

生，成为日常学生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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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elf-Concept and 
Employment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IU Ying, WEI Tong-qi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orientation and the impa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elf-concept toward employment orientation, 56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Self-Concept Scale and employment orientation scale.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orientation was influenced by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elf-concept.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social self negatively predict the score of social demands, self-identify 

predicted negatively the score of substance guarantee, and the self-development in the employment orientation was predicted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by mental self and pursue success separately.It is suggested to give targeted vocational guideline to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s.

Keywor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elf-concept; employ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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