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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聚焦于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专业大二、大三年级

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讨了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构成维度及其差异。研究发现，自我感知就业能力三个维度中，

就业技能显著高于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又显著高于心理资本；学生年级和实习经历对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有显著影响，大二

学生的自我感知就业能力高于大三学生，而有过实习经历的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反而较低。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建议加强心理资本

培养、强化就业技能培训、优化实习体验以及更新就业与创业课程，旨在为高职院校提升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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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业能力”这一术语最初由 Beveridge 提出，但随着就业市

场的不断演变，其定义也在持续更新，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共识。

在中国，学者郑晓明是最早提出就业能力概念的人，他将就业能

力定义为大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学生在校期间通过不断学习

知识和提升综合素质所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目标、满足社会需求，

并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能力。

随着新兴雇佣模式的涌现，个人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自我责

任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高职学

生对自己就业能力的自我认知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自我感

知的就业能力是一种基于个人主观判断的评估，它包括了个人对

于获取和维持就业机会的自我看法，涉及职业管理与求职技巧、

适应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持续学习的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等多个方

面。高职学生的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可以被界定为：通过高职教育，

学生所认为的与自己能力水平相适应的知识、技能、社会资本以

及其他技能和能力 [1]。

个人的自我感知就业能力不仅关系到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定位，

还直接作用于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未来职业发展路径。

近年来，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和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不

断上升，但是在低出生率的背景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的学生就业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提高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

理专业学生的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变得尤为关键。本研究旨在探讨

高职托育专业学生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认知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

素，以期为该专业教育改革和学生就业指导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

参考。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以两所专科院校全体婴幼儿托育服务

与管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下发预试问卷共 462 份，回收 462 份，

回收率 100%，删除答题时间较短和答案一致的无效问卷 16 份，

共回收 446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97%。其中，大二学生共 266 名，

大三学生共 180 名。

（二）研究工具

1. 人口学统计学变量

该部分包含学校、年级、生源类型、班级综合排名、是否有

过实习经历等，均为选择题。

2. 自我感知就业能力量表

采用石丽编制的高职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量表，该量表共

11 道题目，包含就业技能、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采用

李克特五点计分，“1”为完全符合，“5”为完全不符合。

（三）数据处理

通过 QQ 群和微信群向被抽样的院校进行问卷分发，问卷填

写完成后，问卷星后台将自动保存相关数据。随后，利用 EXCEL 

导出问卷调查结果，并将其转录入 SPSS 23.0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一般特点

为了对比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三个维度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本研究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发现

就业技能、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差距显著，就业技能显

著高于心理资本（t=42.69, P ＜ 0.001），显著高于社会资本（t=35.43, 

P ＜ 0.001）；社会资本显著高于心理资本（t=-2.52, P ＜ 0.05）。

图 1　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各维度总分均值

（二）相关性分析

为考察不同学校类型及不同年级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将学生的学校类型、年级作为自变量，将

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2（民办 / 公办）

×2（大二 / 大三）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校类型的主效应

不显著（p ＞ 0.05），年级的主效应显著（p ＜ 0.005），二者的

交互效应不显著。

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

现，两个年级差异显著（F=6.72, p ＜ 0.05），大二年级显著高于

大三年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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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平均数、标准差

大二 大三 总
民办大专 23.28±6.98 21.05±6.80 22.08±6.96
公办大专 21.71±7.20 19.75±5.46 21.15±6.79

总 22.27±7.15 20.56±6.35 21.58±6.88

综测排名对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主效应显著不显著（p ＞

0.05）。

是否有过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经历对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

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发现，有

过实习经历的学生其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水平更低（p ＜ 0.001）。

研究结果如表 2 显示：

表 2　有无专业相关实习经历间的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对比

实习经历 M±SD T 值 P 值
有 20.95±6.56

-5.51 ＜ 0.001
无 24.38±6.63

三、分析与讨论

（一）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一般特点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自我感知就业能力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就业技能显著高于心理资本，显著高于社会资本；社会

资本显著高于心理资本。这说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

高职学生认为自己具备性较强的就业技能，但是在心理资本和社

会资本方面，自我评价相对较低。

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就业技能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

到学生未来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岗位。根据当前行业招聘的要求，

婴幼儿托育服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必须获得育婴师、保育员等技能

等级证书。

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心理资本维度在三个维度中显著低于其

他维度。心理资本作为独立变量进行研究时，有研究显示心理资

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多方面均有影响，如刘林林、叶宝娟 (2017) 研

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所

以，为了提高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可以从心理资本入手，帮

助学生养成积极的认知，以积极的心态审视本专业未来的就业行

情。

（二）自我感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二年级的学生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显著

高于大三年级学生。这与已有研究存在不同，有研究结果显示年

级高低在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4]。这可能是因

为大二年级的学生仍在校园内接受相关职业技能和创业课程的教

育，他们的理论知识在不断积累，能力也在持续提升，这使得他

们对未来就业持有一定的信心。相比之下，大三学生已经开始实习，

他们可能意识到校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岗位的实际需求之

间存在差距，感到自己的就业能力尚有不足，因此大三学生的自

我感知的就业能力相对较弱。

研究结果显示，有过实习经历的学生其自我感知就业能力水

平比没有实习经历的学生更低，与已有研究不同。这可能是因为，

缺乏实习经历的学生对于应聘岗位的要求缺乏深刻理解，误以为

自己在校所学的知识足以应对需求，从而充满自信。相比之下，

经历过实习的学生，在应聘岗位上亲身体验过工作，可能意识到

自己尚有提升能力的空间。

四、建议

（一）加强心理资本培养，提升就业信心

心理资本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通过培

育积极的心理资本，学生能更有效地应对求职过程中的挑战和困

难，从而增强自我评估的就业竞争力。高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心理

资本提升课程，例如积极心理学、情绪管理等，以助学生构建积

极的心态和应对挑战的技能。此外，也可在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中融入更多关于积极心理资本培养的内容。

对于在校外实习的学生，学校和老师也应该定时了解学生的

实习情况，给予他们必要的心理支持和指导。实习期间，学生可

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些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自信心和

自我感知就业能力。通过及时的沟通和支持，学校可以帮助他们

建立正确的应对机制，从而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提升自我感知

的就业能力。

（二）强化就业技能培训，优化实习体验

就业技能是学生未来胜任工作岗位的关键。通过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学生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就业市场，提升自我评估的就

业能力。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可以增加实践课程的课时和内容，

例如婴幼儿常见疾病预防、幼儿照护综合技能实训等，确保学生

掌握必需的就业技能。

在掌握了一定就业技能的基础上，可以安排学生在校期间定

期前往合作的托育机构，检验技能掌握情况。通过实习体验，学

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升就业技能。此外，

学校还可以与托育机构共同举办技能竞赛和交流活动，为学生提

供一个展示自我、相互学习的平台。通过竞赛和交流，学生可以

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自己在技能上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加明确自

己的努力方向，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三）更新就创业课程，积累社会资本

就业与创业类课程对学生提升就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通过

强化课程内容和增加课时，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托育就业市场

的现状，并增强对自身就业能力的认识。教师可以增加就业与创

业课程的课时，丰富教学内容，例如引入托育就业市场分析、创

业案例分析等。

学校还可以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指导，有助于学生明确职

业目标，规划出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进而提升对自身就业能力

的感知。学校应针对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提供定制化的

职业规划指导服务，协助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和能力，制定出适合

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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