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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及教育对策研究
翟友华　王雪桃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为了解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情况，探明父母教养方式及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对 348 名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师范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程度处于较低水平，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预测其职业决策困难程度，自我效能感在师范

生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改善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情况，可以开展多元化的职业指导，提供更多实习

和实践机会，建立职业信息平台，鼓励多元思维与探索，进行心理健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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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在进行职业选择的最终决策时感到困难
[1]。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加剧和教育行业变革，师范生职业决策

困难问题逐渐凸显。师范生作为未来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其职

业决策能力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发展，更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和教师

队伍稳定性。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塑造个体的价值观和

自信心，可能间接影响其职业选择行为 [2][3]；同时，自我效能感作

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被认为是职业决策过程中的关键调节

因素 [4][5]。

本研究旨在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

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不仅可为师范生职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亦可为教育部门优化职业指导策略、提升教师培养质量提供实践

参考。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师范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此次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398 份，其中有效问卷 348 份（87.4%）。

研究对象中女生 261 人（75.0%），男生 87 人（25.0%）；生源

地城镇 185 人（53.6%），农村 163 人（46.8%）；独生情况独生

115 人（33.0%），非独生 233 人（67.0%）。

2.2 研究工具

2.2 研究工具

2.2.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 Perris 等人编制、蒋奖等人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

卷（s-EMBU）[6]，该量表包含情感温暖、情感拒绝、过度保护三

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父母亲使用该种教养方式的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2。

2.2.2 职业决策困难量表

采用 Gati 编制、龙立荣等人修订的职业决策困难量表（CDDQ）
[7]，该量表包含职业信息探索、职业自我探索、职业规划探索、职

业目标探索四个维度，分数越高职业决策困难程度越低。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4。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 Schwarzer 编制、王才康等人译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简称 GSES）[8]，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3。

2.3 数据处理

使 用 SPSS26.0 对 数 据 进 行 描 述 统 计 与 检 验 分 析， 用

PROCESS3.5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

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7.13%，远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

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

3 研究结果

3.1 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

描述性统计显示，职业决策困难总分项目均分为 3.62，高于

理论中值 2.5，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量表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师范生父母教养方式

与职业决策困难（r=.161, p<0.01）、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

（r=.220, p<0.01）、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决策困难（r=.373, p<0.01）

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父亲情感温暖与职业信息探索呈正相

关 (r=0.128, p<0.05)，与职业自我探索呈正相关 (r=0.132, p<0.05)，

与职业规划探索呈显著正相关 (r=0.226, p<0.01)，与职业目标探

索呈显著正相关 (r=0.213, p<0.01)；母亲情感温暖与职业信息探

索呈显著正相关 (r=0.214, p<0.01)，与职业自我探索呈显著正相

关 (r=0.207, p<0.01)，与职业规划探索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r=0.247, 

p<0.01)，与职业目标探索呈显著正相关 (r=0.197, p<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对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回归分析发现，

父母教养方式显著影响职业决策困难 (β=0.17, P<0.01)。检验父母

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回归系数 a 显著 (β=0.25, P<0.001)，

接着检验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决策困难间的回归系

数 b 显著 (β=0.35, P<0.001)，同时可以得到父母教养方式对职业

决策困难的标准回归系数 c’不显著，符合中介效应的结果模型，

父母教养方式预测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作用完全受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由表 2 可知，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大小为 0.115，效应

占比为 47.9%，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表 1 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F β R2 t
1 职业决策困难 父母教养方式 9.94 0.17 0.03 3.15**
2 自我效能感 父母教养方式 23.33 0.25 0.06 4.83***
3 职业决策困难 父母教养方式 29.18 0.08 0.14 1.52

自我效能感 0.35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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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父母教养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的中介模型

表 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

Effect BootstrapLLCI BootstrapULCI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125 -0.024 0.273 52.1%
间接效应 0.115 0.038 0.207 47.9%
总效应 0.240 0.086 0.395

4 分析与讨论

4.1 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现状

本研究中，师范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处于较低水平，这和前人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9]。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

的变化，高校开始注重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观念和意识的培养，

很多高校从大一就开始职业规划，让学生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能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岗位，在职业决策中更显从容。且师范生

往往是自主选择专业，他们的有较高的专业认同度和较为清晰的

职业选择目标，因此，他们的职业决策也更为容易 [10]。

4.2 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关系

父母亲情感温暖维度与自我效能感以及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

各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11]。父

母亲如果用包容、信任和鼓励的积极教养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与

引导，能够增强其自信心，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且积极教养方式

也可使孩子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职业进行选择，在职业选择的过

程中更加从容 [12]。

职业决策困难得分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

感较高的师范生职业决策困难程度相对较低。高水平的自我效能

感通常意味着更明确的职业目标、职业自主和职业参照，这使得

职业决策更容易 [13][14]。

4.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控制自我效能感后，父母教养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影

响，而当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时，教养方式对职业决策

困难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教养方式是通过影响自我效能感来

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父母亲以温暖和支持的积极教养方式来抚

养孩子，有助于与孩子形成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也能帮助孩子

发展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15]。而这样的孩子内心更具有力量，更

能够以积极和果决心态解决问题、做出判断，相应的较少受到职

业决策困难的困扰 [16]。

5 建议与对策

5.1 开展多元化的职业指导

学校应将职业规划教育纳入课程体系中，定期邀请行业专家

进行讲座，分享行业动态和职业发展路径。也可通过职业测评工

具帮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和潜在优势。同时，可

以邀请成功的校友回校分享职业发展经验和心得，以学生能够感

触到实际的职业生涯轨迹和成长路径。通过多元化的辅导方式，

学生可以在多个层面获得职业决策的支持和指导。

5.2 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

学校应与企业、学校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实习和实践机会。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参与实习，并

在实习前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社会实践和志愿活动也

是重要的补充，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工作

环境和职业角色，拓宽视野，丰富职业选择的可能性。

5.3 建立职业信息平台

学校可以创建一个综合性的职业信息平台，整合各行业的就

业数据、企业招聘信息、职业发展视频等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平

台了解不同职位的具体职责、薪资水平、未来发展趋势等信息，

还可以通过视频或在线课程深入了解特定职业的实际工作状态。

此外，平台可以定期发布就业市场分析报告和行业前景预测，帮

助学生及时调整职业规划和选择。

5.4 鼓励多元思维与探索

学校应鼓励学生具备开放的思维模式，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

业领域，积极探索其他可能的职业方向。可以通过跨学科项目、

学术交流活动、创新竞赛等方式，打破学科壁垒，让学生接触到

不同的知识领域和职业机会。职业博览会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学校可以定期举办此类活动，邀请各大企业和机构参展，向学生

展示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

5.5 进行心理健康支持

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学

校应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辅导。学

校还可以提供职业决策相关的心理健康讲座和团体辅导，帮助学

生学习有效的压力管理技巧和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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