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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应届大学生实习经验对职业期望的影响，并以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选择研究对象为中国福建省 4 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共发放有效问卷 373 份，并运用回归分析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验证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1、应届大学生实习经验与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期望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2、自我效能感

在大学生实习经验与职业期望的关系中，中介效果存在，且为部分中介。最后，本研究针对前述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

提出研究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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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Liu Yi(2022) 认为教育工作者的期望就是，学生可以适

应职场，不仅从课程中学习知识，还可以从实践中汲取宝贵

的工作经验。实习通常被宣传为一种课外活动，可以提高

学生的就业前景和未来收入，同时也能满足雇主的人才需求

（Maertz,  2014）。因此，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高等教育

机构都将实习视为其就业政策的核心；在某些情况下，为了

毕业，必须参加实习（Klein, 2011）。在美国，实习被列入

有助于学生参与和完成学业的高影响力实践名单同时，毕业

前工作实习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巨

大的影响力（Kuh , 2008）。换言之，学生不仅可以通过实

践实习具备相应经验能力，还能将日常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

紧密联系，提高自身实践能力，从而达到企业用人标准；还

可以通过实习，提前了解工作内容，适应工作岗位，从而尽

早完成角色转变，成为合格的工作者（Kaslow, 1985）。

以往研究证实，实习有助于学生培养技能，以处理在

现实工作环境中可能发生的问题（Pedro, 1984)。从实习中学

到的技能给学生更多的经验，在求职过程中促进自己的工作

能力并提高沟通能力。Goltz（2005）强化了这一点：实习可

以让学生更有信心选择职业。作为回报，学生们有更明确的

职业规划，特别是那些有全球工作经验的人，因为他们在求

职过程中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Shaffer，2012），并有更

广泛的职业期望。

2. 研究方法

基于所查阅的相关文献的基础，提出本研究假设，并

运用 spss28 对数据进行回归与中介作用的分析，最终验证

研究假设：

2.1 回归分析及中介效果检验

以实习经验为自变量，职业期待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R2 为 0.238，解释力度可以接受，F 检验来看，P=0.000

＜ 0.05，因此，至少有一个自变量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回

归系数值为 0.441（t=10.770，P ＜ 0.001），因此，实习经

验对职业期待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

以实习经验为自变量，自我效能为自变量，R2 为 0.236，

解释力度可以接受，F 检验来看，P=0.000 ＜ 0.05，因此，

至少有一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是显著的。详细来看，

回归系数值为 0.256（t=3.729，P ＜ 0.001），因此，实习经

验对于自我效能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

以实习经验、自我效能为自变量，职业期待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R2 为 0.25，解释力度同样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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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来看，P=0.000 ＜ 0.001，因此，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

是显著的。具体来讲，实习经验系数值为 0.422（t=2.418，

P ＜ 0.001），自我效能的系数值为 0.074（t=2.418，P ＜ 0.05），

因此，实习经验和自我效能对于职业期待的影响是正向且显

著的。

回归分析

职业期待 自我效能 职业期待

常数 1.928***
 (13.205)

2.555***
 (10.428)

1.738*** 
(10.537)

实习经验 0.441*** 
(10.770)

0.256***
 (3.729)

0.422*** 
(10.183)

自我效能 0.074*
 (2.418)

样本量 373 373 373

R 2 0.238 0.236 0.25

调整 R 2 0.236 0.234 0.246

F 值 F (1,371)=115.997,
p=0.000

F (1,371)=13.905,
p=0.000

F (2,370)=61.680,
p=0.000

* p<0.05 ** p<0.01 *** p<0.001 括号里面为 t 值

中介作用检验  

项 符号 意义 效应值 Effect
95% CI

z 值 /t 值 p 值 结论
下限 上限

实习经验 => 自我效能 => 职业期待 a*b 间接效应 0.019 0.004 0.044 1.826 0.068

部分中介

实习经验 => 自我效能 a X=>M 0.256 0.121 0.391 3.729 0.000

自我效能 => 职业期待 b M=>Y 0.074 0.014 0.135 2.418 0.016

实习经验 => 职业期待 c’ 直接效应 0.422 0.341 0.503 10.183 0.000

实习经验 => 职业期待 c 总效应 0.441 0.361 0.521 10.77 0.000

通过中介作用可知，总效应值达到了 0.441，直接效应

为 0.422，间接效应为 0.019，因此，中介效应存在，而且为

部分中介作用，假设成立。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实习经验与职业期待感的关系研

究中发现，大学生实习经验得分越高，经验越丰富，体验感

越好，其对未来的职场越有信心，期望值越高。因此，无论

工作经验还是实习期间的表现可以显著影响大学生在工作

中的期望值与职业信心。

同时，实习经验对于自我效能感的显著正向预测结果

也与 Freudenberg（2010）研究结果一致，在实习期间学习

接触的工作内容越多并且取得成绩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员工

的自信心，更有信心挑战有难度的工作项目。因此，大学生

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与工作经验的积累，可以提高大学生本身

的自我认同感。

在本研究中，大学生如果实习工作不顺心会导致自信

心受打击，反之，会提升大学生的就业兴趣，继而提升其职

业期待。根据分析结果得知，当大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运用自

身专业知识，在实习岗位中工作表现优异，那么就可以提升

他的获得感与自信程度，如果他认为他在面临压力时能有出

色的表现，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使自己快速

的恢复过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从而提高他对工作的热

爱程度。反之，部分大学生因为在实习过程中，表现不佳，

未得到认可，因此会提出主动离职 Freudenberg（2010）。

最后，考虑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为

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大学生可以通过在学校的课程、

指导、网络和特定部门或学院提供的职业发展活动中的教育

经验获得相应的职业知识 (Chuang et al., 2007)，为此高校都

在关注各类实习课程或实训基地的发展，探讨更多关于应届

毕业生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比如职业满意度，职业规划，

OBE 课程理念）将会更加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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