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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成熟度视角下高职生就业核心素养分析
刘春霞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本文基于职业成熟度理论，探析高职生的就业核心素养。研究表明，高职学生总体职业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职业知识、

职业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相较而言，职业态度所处水平偏低。高职生需提升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职业自信、职业态度、创新能

力等就业核心素养，从而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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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好青年”说道：广大青年要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而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

的主力选手，就业趋势不是很乐观，这其中有诸多因素，但究其

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毕业生所掌握的职业素养达不到企业要求。

其中，高职生又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代表，这类学生群体

普遍文化水平一般、就业目标性不强、自卑怯懦、不愿待基层工

作等原因，他们的就业水平整体一般。本文旨在基于职业成熟度

理论背景下，对高职院校中的学生采取分层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

查，然后结合统计学方法对结果数据进行分析，经过研究分析得

到高职生需提升的就业核心素养，从而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争

做新时代好青年。

一、职业成熟度的研究理论背景

职业成熟度一词最早出现于 1953 年，由美国著名职业指导专

家 Super 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职业成熟度是个体完成跟其

职业发展阶段相应的发展任务的程度。与 Super 相比，另一位心

理学家 Crites 则认为职业成熟度是个体对作出职业决策所需条件

的选择一致性、知晓程度和现实性程度。职业成熟度包括职业态度、

职业认知、职业选择、职业价值观等相关因素。Crites 在之前的研

究理论基础上，还构建了职业成熟度阶段式理论模型。该理论提

出了衡量职业成熟度的测量指标，为后期职业成熟度测量夯实了

理论基础。

在国外研究学者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基于以上理论进行了

研究。国内研究高职学生职业成熟度时间相对较晚，研究者们主

要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大学张智勇等人基于

韩国 lee 设计的职业成熟度量表，修订编制的 6 个维度的中国版职

业成熟度量表。另一种是台湾学者孙仲山的高职学生职业成熟度

量表，他根据职业成熟度内涵，结合台湾高职学生的实际特征，

设计的 8 个维度的测量问卷。

国内外许多研究学者对职业成熟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相关的

研究成果也对就业指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国内外学

者研究基础上，基于职业成熟度理论，以高职生为研究对象，以

高职生就业核心素养作为分析切入关键点，帮助高职学生梳理出

哪些素养是有待提升的，哪些素养是需要不断保持的，从而提高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高职学生就业核心素养内涵

本文对于高职学生的就业核心素养内涵是旨在职业成熟度理

论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得出高职学生所缺乏的职业素养，

来作为就业核心素养进行培育和提升。

就业核心素养是基于职业素养所提炼出来的。对于职业素养，

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王悦认为，职业素养是指从业人员在具

体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素养，包含职业技能、职业行为、

职业作风、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等多个方面。杨开勇认为，职业

素养是指职业人在工作过程当中需要恪守的行为规范，是劳动者

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并发挥作用的相关品质，是人们从事某种工作、

完成特定职责或特定业务所具备专业技能和道德操守的总和，可

以通过不断积累和学习而形成。吸取上述观点，结合调查所需，

本文针对高职学生的就业核心素养分析，是基于职业素养所需的

基础上，分为知识、能力、态度三个大的维度，然后在此基础上

细分成 8 个维度进行具体探究分析。

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职业素养也与时俱进，不断在丰富

其内涵。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加强对未来新时代好青年的素养培育，

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能最大限度的为企业输送

高质量人才，也能让学生快速投入工作当中，以适应快节奏工作

氛围。

三、实证研究

（一）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和其他市的高职院校中的高

职生，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到有效调查问卷 1850 份。采用基于刘

红霞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调查问卷》修订的本职业发展水平测

量调查问卷。本问卷总共 27 个题项，包含知识、能力、态度三个

维度，分为职业世界知识（2 个题项）、职业规划知识（4 个题项）、

评估与选择能力（5 个题项）、人际交往能力（5 个题项）、信息

应用能力（3 个题项）、自信心（2 个题项）、明智性（3 个题项）、

主动性（3 个题项）8 个方面。本问卷选用 Liker 自评式五分量表，

分为“非常符合”“比较符合”“难以确定”“不太符合”“非

常不符合”5 个量度，分值依次计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经检验本问卷可信度、有效度均符合要求。统计、分析工具主要

采用 Excel 和 SPSS25.0 软件。

（二）就业核心素养总体概况

图 1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各维度得分比较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所有题的平均分为 3.36 分，大致处于中等

发展水平。各维度得分排序情况是：明智性 > 信息应用能力 > 主

动性 > 人际交往能力 > 职业规划知识 > 职业世界知识 > 评估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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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能力 > 自信心。职业成熟度在不同维度间的发展并不均衡。高

职生职业成熟度各维度得分比较如图 1 所示。

（三）知识维度发展较均衡

知识维度平均分是 3.42 分，高于职业发展水平平均分 3.36 分，

处于一个中上等水平。该维度中的职业世界知识和职业规划知识，

两个知识方面发展均衡，均处于中上等水平。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高职生的职业世界知识和规划知识准备较充分，这也是职业教育

的特性，高职生的职业目标较为明确。

（四）能力维度发展不均衡，其中评估与选择能力较弱

能力维度平均分是 3.4 分，高于职业发展水平平均分，处于

中上等水平。该维度分为评估与选择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信息

应用能力，三个能力方面发展不是很均衡。其中，信息应用能力

最高，信息应用主要包含了信息的梳理、收集、保存与分类，这

表明高职学生对于相关信息收集的主动、积极性较强，并能进行

相应的梳理与应用。评估与选择能力最低，这表明高职生对于未

来职业选择的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容易对亲朋好

友的建议产生依赖。

（五）态度维度发展不均衡，其中自信心较低

态度维度平均分是 3.29 分，低于职业发展水平平均分（3.36

分），处于中等水平。该维度分为自信心、明智性和主动性，三

个态度发展水平不是很均衡。其中，明智性态度发展水平最高，

这表明高职生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职业，在职业

选择上存在自主选择和有亲朋好友帮助选择双重可能，但更倾向

于自主选择。自信心态度发展水平最低，并且处于所有维度中最

低水平。这表明高职学生较为担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怀疑

自己没能力实现职业目标。

四、讨论

（一）本组高职生总体职业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的职业成熟度条目均分为 3.36 分，与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相近，略高于孔巧丽、徐大真（2009）研究的

高职生职业成熟度均值 3.26 分，略低于薛继红（2011）研究的高

职生职业成熟度均值 3.57 分，但相差不大，所以可以说本组高职

生总体职业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二）高职生就业核心素养分析

高职生要有过硬的职业技能，这是高职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

的基础。即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功底、精湛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

过硬的操作能力。从研究结果分析，高职生职业技能处于中等水

平。他们对于与理想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较扎实，也会去积

极主动掌握感兴趣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主观能动性较强。此外，

高职生在信息应用方面的能力不错，这与薛继红的调查结果一致。

分析显示高职生对于一些有用的职业资料会较好的进行收集、保

存、分类整理，这也体现出当代青年所处时代的信息化、信息流

通快速化，同时信息模板化也给当代青年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

过多的信息轰炸也给当代青年带来了很多的“垃圾”信息，当代

学生应学会如何去甄别信息、做到不要单纯通过网络信息看世界

变化。高职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要夯实，要不断巩固与加强，

才能有效地提升就业竞争力。

高职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意识，这是高职学生提升就业

竞争力的关键点。职业意识是人们在职业选择和定向过程当中，

通过学习或者实践形成的关于某类职业的价值和方法的认识、评

价、情感、态度的反映。对于高职生来说，职业意识具体包括对

职业选择、规划、评估、职业责任和职业精神的理论认知和实践

认同，直接影响着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选择观。从研究结

果分析，高职生评估与选择能力水平较低，该数据显示：针对别

人给予的建议，高职学生对于不同的建议甄别、选择能力较弱；

容易被别人的看法动摇自己的职业选择，定力不够；对于自己的

性格特点认知不够全面，适合从事的职业评估不够全面，较为片面，

容易只看到被放大后的优势，而忽略了劣势；高职生自我发展规

划意识较弱，具有依赖性，这与于施佳（2017）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

高职生对职业选择所持的心态和观念主动性不强，职业决策的明

确性与独立性也需进一步加强。

高职生要加强职业自信，端正职业态度，提升创新能力，这

是高职生提升就业竞争力的突破口。“互联网 +”和“双创”时

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浪潮下，高职生要提升自己的创新创业能力，

实现个性发展、特色发展；从研究结果分析，高职生对于将自己

的职业理想和现实职业需求结合考虑来选择职业的态度较为明确，

自我意识较强，但同时，这也体现出高职学生更多的在乎自己的

兴趣、特长，而不客观全面分析自己所具有的能力是否能支撑起

企业所需职业素养，高职生要端正职业态度，学会客观、全面分

析；高职学生较为担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怀疑自己没能力

实现职业目标。部分高职生会存在自卑的情况，认为高考失败才

读的专科，总觉得比本科生低一级，受到了打击。并且总是在意

别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会加强他们的自卑心理。目前每年参加高

考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增（2020 年 1071 万、2021 年 1078 万、2022

年 1193 万），并且高考分数不断创新高，给当代青年带来不小的

压力。压力的增加，自信心、心理健康均受到影响，相当多的学

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心理状态。高职生的主观和客观自我、理想

和现实自我存在矛盾。这些矛盾差距，加大了他们的心理落差，

从而制约了他们的自信心。当代高职生要提升自己的职业自信，

才能提升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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