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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宗 旨是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 二 式的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检验结果显示该量

表因素结构清晰
,

具备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理论构想
,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良好
。

关钮词 职业兴趣
,

自我导向搜寻表
,

式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前 言

目前国外职业兴趣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 的职业兴趣理论
。

年
,

在长期职业指导和咨询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 出了 自己的职业兴趣理论
,

他认为“
职业兴趣

就是人格的体现
” 。

因此
,

的职业兴趣理论基本 上是一种职业人格理论
。

的职业 兴 趣 理 论 认 为大 多数 人 可 以 划分 为 以 下 六 种 人 格类型 现 实 型
、

研 究 型
、

艺 术 型
、

社 会 型
、

企 业 型

和常规型
。

与六种人格类型相对 应
,

有六种环境模式
。

环境

的性质是其所属成员典型特性的反映
,

它提供了相应人格类型的人发挥其兴趣与才能的

机会
,

并强化相应的人格特质
。

由于该理论将职业兴趣划分为六种类型
,

人们也将其简称

为 理论
。

该理论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职业发展理论和职业分类体系之一图
。

为体现其职业兴趣理论的特点
,

先后编制了职业偏好量表
, 〕和 自我导 向搜寻表

一 , ‘ 〕两种职业兴趣

量表
,

作为职业兴趣的测查工具
。

两种测查工具均修订过多次
,

其中 以职业条 目作为

量表的项 目
,

则在 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活动
,

潜能和 自我评估等分量表项 目
。

这两

种量表均是具备 的 理论构想的量表
,

可以对职业兴趣的个体差异做 出

有效评估
。

由于 的职业兴趣理论较为符合逻辑和实证的科学标准
,

且获得 了大量实证

研究的支持
,

其理论逐步为许多职业兴趣量表采纳作为分数合成和结果解释上的理论依

据
。

例如
, 一

职业 兴 趣 量 表 年 的 修订 版
,

的 职 业 兴 趣 量 表

本文初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修改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研究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心 理 学 报 卷

, ,

均采用一定程序将其转化为 的理论构想形式
。

此外
,

还

有一些兴趣量表
,

或采用转化的方式
、

或采用 的理论构想形式进行编制
,

如美国

大学测验服务社的职业兴趣量表
一 ,

兴趣测查量表
一

和 版兴

趣量表
一

等
,

还 有 的职业评价量表
,

和

的职业决策量表 等
。

这些量表均称为具备 的 理论

构想的量表
。

由于具备相同的理论构想
,

这些量表的测查结果可以相互 比较
。

从而进 一

步推动了该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

式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建构

问题的提出

首先
,

开展职业兴趣的研究是我国 目前的现实需要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

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体差异和个体发展的研究
。

升学和就业选

择
,

人员的合理流动和配置等一系列问题都离不开对职业兴趣的研究
。

第二
,

职业兴趣不同于
‘

智力
’

和
‘

能力
’

等因素
,

它的特点之一是易受国情和文化的影

响
。

由于职业兴趣同人们的 日常生活
、

工作和学习关系密切
,

因此职业兴趣量表的编制必

须结合本国国情
、

文化和职业分类体系的特点
。

第三
,

进行职业兴趣的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

这样才能对测查结果做 出有理论

依据的推断和解释
。

的职业兴趣理论获得了许多国家 如欧美
、

澳大利亚
、

南非和

日本 实证研究的支持
,

并为许多著名的职业兴趣量表采纳作为理论框架
。

这说明

的职业兴趣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第四
,

进行职业兴趣的研究需要有效的职业兴趣测查工具 —职业兴趣量表
。

考虑到

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影响
,

本研究在建构职业兴趣量表时借鉴国外建构职业兴趣量表的传

统作法
,

即以年龄和教育水平较为一致的大学生为被试
。

量表主要用于大中学生的升学和

就业选择咨询
。

基于以上考虑
,

本研究决定以 的职业兴趣理论为依据
,

结合我国国情和职业

分类体系的特点
,

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 式的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该量表应具备

和 理论构想
,

同时适合我国国情和职业分类体系的特点
。

式中国职业兴趣 表的建构过程

量表建构的预试

为了检验本项研究能否以 的理论框架作为编制我国职业兴趣量表的依据
,

同时也为量表的正式建构作项 目搜集
,

本研究在正式开始研究之前进行了预试研究
。

其过

程如下

首先
,

确定量表的项 目
。

原 的 自我导向搜寻表的总项 目数为 条
,

主要是

由职业条 目和描述 日常活动的项 目组成
,

因此受国情和职业分类体系的影响较大
。

鉴于

此
,

研究者按照 职业兴趣理论模式的定义和我 国实际的职业分类体系 补 充了

一百多条备选项 目
。

然后请多名有关专家对量表的项 目逐一进行分析
,

剔除了 原

量表中四条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项 目 例如
,

参加宗教服务活动等
,

并酌情补 充相应的项

目
。

最 后 确 定 的 原 始 量 表 项 目 为 项
。

量 表 项 目 按 照 活 动
,

潜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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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和 自我 评判
一

四个分量表的形式组成
。

其次
,

研究者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原始量表的因素结构
。

选取某大学不同科系的

学生共 名施测
,

对项 目进行因素分析
。

从碎石图及公因素的直观意义来看
,

以抽取六个

公因子为好
。

这六个公因子基本能体现 出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特点
。

从各项 目在

六个公因子上的载荷和共同度来看
,

有 一部分原 量表项 目的区分度较低
,

说明原

量表的某些项 目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

由于补充了备选项 目
,

从总体上看
,

这个原始量

表有良好的改进前景
。

量表的正式建构

研究者选取 了北京地 区 所大学 个科系的学 生为施测对象
,

学 生 以二
,

三年级为

主
,

采用以科系为单位整班集体施测的方法进行
。

共 回收 份 问卷
,

经检验筛选
,

其中

份为有效问卷
。

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原始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检验
,

保留区分

度高的项 目
,

剔除区分度低的项 目
。

筛选后的量表共保留 个项 目
。

因为所保留的项 目

均为载荷值和共同度较大的
,

故项 目很稳定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

这些项 目在预试和正式

建构两次结果中的分布位置也 卜常接近
,

前后表现 出较好的一致性
。

其中 原量表

的项 目为 个
,

研究者新增的项 目为 个
。

各个量表均包含六个因素
,

分别为现 实型
,

研究型
,

艺术型
,

社会型
,

企业型 和常规型
。

量表的因素结构具备

六种职业兴趣的理论构想
,

量表的建构符合研究者的设想
。

方法与结果

表建构的方法

采用因素分析中的 法和 旋转
,

对活动
,

潜能
,

职业和 自我评估四个量

表的项 目进行分析
。

其中碎石图检验 以抽取 个因素较为合适
。

根据因素分析的理论
,

项 目的因素载荷值越大说明该项 目与公因素的关系越密切
,

在

保证项 目在某一特定公因素上载荷值大的前提下
,

若项 目的共同度 即项 目在各个公因素

上的载荷值的平方和 也比较大
,

则说明该项 目对特定公因素的贡献大
,

而对其它公 因素

的贡献小
。

因此根据各项 目因素载荷和共同度的大小就可以推断出各项 目的区分度的好

坏
。

本研究即以各项 目的共同度和因素载荷作为项 目区分度的指标对量表的项 目进行筛

选
。

表建构的测试结果

四个量表的可 解释 变异和组成六个 因 素的 项 目数

采用因素分析方法建构的 式的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由
‘

活动
’ 、 ‘

潜能
’ 、 ‘

职业
’

和
‘

自我评估
’四个量表组成

。

每个量表均能体现 出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特点
。

结

果参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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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四个 农的可解释变异和组成六个因素的项目橄

组成六个因素的项 目数
量表 可解释变异

项 目数合计

,曰,﹄﹄乙通几‘组‘,月了内了,丹子

月才曰﹃了,妇

︸︸﹄八」,,﹃只︸一匕一﹄内内了活动

潜能

职业

自我评估

合计

四个量表 的 因素结构

式 中国职业兴趣量表各分量表的因素结构及组成项 目的载荷值见表
,

表
,

表 和表
。

衰 活动 农的因素结构及旅荷值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注 代表活动
, , , ,

分别代表现实型
,

研究型 艺术型
,

社会型
,

企业型
,

常规型

农 潜能 农的因素结构及毅荷值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注 代表潜能 其余同表
。

表 职业 表的因素结构及载荷值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注 〔 二 代表职业 , 其余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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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自我评估 农的因素结构及毅荷值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 项 目项 目

之

以二

凌

注
一

一 代表 自我评估 其余同表

从结果上看
,

量表的因素结构清晰明朗
,

说明各项 目的 区分度 良好
,

量表的构想效度

得到 了较好的体现
。

衰的技术指标

量表的信度指标

信度
,

采用再测信度
、

分半信度和同质信度作为指标
。

其中
,

再测信度的被试为某大学

数学系二年级学生
,

共 人
,

时间间隔为三周
。

结果表明
,

本量表的各项信度指标 良好
。

衰 式中国职业兴越 衰的信度指标

项 目 相关值

校 正后

样本数

分半信度

同质性信度 系数

再测信度

吕

一匀工亡工

。

量表的 效度指标

构想效度

表 至表 的因素结构分析表明
,

本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

效标效度

效 标效度的效标如下 对所学 专业是 否满意 对所学专业的投入程度

对所学专业的认同
。

对所学专业满意与否是被试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后的一个综合反应
,

是职业心理学

研究中一个 主要的考察指标
。

和 指出图
,

个体职业兴趣类型与环境类型

一致时
,

也即对等时
,

个体会产生较 多的满意感
,

较多的工作投人和较少的工作变动或工

作调换
。

如果我们的职业兴趣量表是有预测效度的话
,

那么 由此量表确定的各种职业兴趣

类型的人也应该表现 出相似的行为意向
。

即个体的职业兴趣类型与其所处的环境类型对

等时
,

个体会产生更多的满意感
,

更多的学习投入
,

更愿意 留在相对等的环境中 本专业为

最想学的 专业 而不对等的个体则容易产生不满意感
,

从而导致较少的学 习投入和对本

专业的学 习感到厌烦
,

产生想换一个专业的想法
。

在本研究中
,

所谓对等就是指被试的职业兴趣类型与其所在科系的类型对等
。

科系的

类型 以 科系 中所有被试六项得分的平均分来确定其代码
,

取得分最高的前三码作为其类

型
。

其中
,

当被试第一代码 与所在系的第一 代码一致时为对等
,

当被试的三个代码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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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完全不 同时为不对等
,

当被试的第二代码和第三代码与所在系的第一代码一致时为基

本对等
。

由于上述各变量的测量水平为分类测量
,

故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进行相关检验
。

本研

究以北京某综合性大学化学系二年级两个班 人 的学生为样本 ,’采用列联相关作为指

标值
,

考察对等 与满意度
,

与是否为最想学的专业
,

与对所学专业的投

入程度 等效标间的关系
。

效标效度的各项指标值见表
。

表 式中国职业兴越 衰的效标效度指标

指标 相关类型 相关值 显著性 样本数

中 相关 , ,

砂 中 相关 二 ,

仆 中 相关 ,

根据表 可以看出
,

对等指标 与被试的满意度
、

投入程度 和对所学

专业的认同 即是否是最想学的专业
,

等指标有显著的相关
。

这说明本量表在评价被

试职业兴趣类型方面有 良好的效标效度
。

另外
,

从表 到表 的因素结构分析 中可以看出

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

小 结

本研究的 目的是为 了编制出
一

套适用 于我国国情和职业分类体系的职业兴趣测

查量表
。

原始量表的项 目参考 了 自我导 向搜 寻表的项 目
,

同时以 的职

业兴趣理论为指导
,

结合我国国情和职业分类体系补充了
一

百多条新项 目
。

最后确定的原

始量表项 目为 项
。

研究者 首先进行了小样本预试
,

预 试的结果显示原始量表基本能够

体现 出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特点
,

量表有较好的改进前景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者

进行 了正式测试
,

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原始量表的项 目迸行筛选
,

剔除区分度不好的项

目
。

最后保留的项 目为 条
,

其中原 量表的项 目为 条
,

研究者新增的项 目为

条
。

新建构的量表具备 的 理论构想
,

同时适合我国国情和职业分

类体系的特点
,

故称之 为 式的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简称
一

职业兴趣量表
。

检验结果显示
,

新建构量表的因素结构清晰
,

具备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

理论构想
,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良好
。

这为量表的进一步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

曾建议
,

在发展理论的过程中
,

通过探索性分析去建立模型
,

再

用验证性分析去检验模型
。

本研究采用多特质
一

多方法矩 阵对
一

职业兴趣量表的理论

模式进行了交叉证实检验
,

由于篇幅所限
,

将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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