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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作用 
傅蕴男1  林洪毅2 

（1.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2.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为了探究主动性人格对高职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以及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选取江苏省 5所高职院校的 40

0名高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职业生涯探索在主动性人格与生涯适应

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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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疫情防控的限制，对我国就业市场

产生了不小的冲击[1]。尤其对于高职生而言，其就业领域的第三产业

受到当下特殊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高职生面临的就业形势也

更为严峻。为了保障与落实大学生就业，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2]，强调要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

育和就业指导，助力大学生就业。其中针对职业生涯适应力的教育

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可。生涯适应力是个体获得长远的职业成功

所必备的心理资源[3]。它可以帮助个体应对生涯任务、生涯转折、生

涯挫折等重大生涯问题[4]。人格作为影响生涯适应力的重要因素被学

者们所广泛关注[5]，其中主动性人格是 具预测力的人格特质[6]。虽

然已有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会对生涯适应力产生影响[1]，然而对于

两者间影响的作用机制却并不明确。个体—环境交互理论认为，个

体的发展受到自身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因此除了人格对生涯适应力

的塑造之外，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也不容忽视，职业生涯探索是

可以考量的变量。 

二、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江苏省5所高

职院校400名大学生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355份（88.75%）。其

中男性204人，女性151人；文科类116人，理工科类113人；艺体类1

26人；来自城镇217人，来自乡村138人。 

（二）工具。1.主动性人格量表。本研究采用商佳音和甘怡群[7]

修订的中文版主动性人格量表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

onbach'sα=0.864。2.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本研究采用台湾学者

吴淑琬[8]编制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测量高职学生的生涯适应

力水平。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式计分，共21个题项。得分越高表明生

涯适应力越强[9]。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0.815。 

3.职业生涯探索量表。本研究采用许存[10]修订的职业生涯探索量

表。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0.934。 

（三）数据处理。采用 SPSS25.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AMO

S23.0进行路径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1]。结果表明有1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1且单因

子的 大解释力为27.39%（＜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非常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从表1可知，主动性人

格、生涯适应力与职业生涯探索的三个变量及各维度正相关显著（p

<0.01）。 

表1  主动性人格、生涯适应力和职业生涯探索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355）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9

1 主动性人格 5.21±0.87 1        

2 环境探索 2.89±0.85 0.345** 1       

3 自我探索 3.51±0.63 0.368** 0.454** 1      

4 目的探索 3.06±0.86 0.479** 0.622** 0.589** 1     

5 信息探索 2.83±0.85 0.339** 0.646** 0.505** 0.713** 1    

6 生涯关注 4.56±0.66 0.413** 0.292** 0.330** 0.356** 0.303** 1   

7 生涯好奇 3.39±0.51 0.416** 0.365** 0.245** 0.390** 0.317** 0.496** 1  

8 生涯控制 3.65±0.54 0.431** 0.280** 0.329** 0.360** 0.350** 0.578** 0.602** 1 

9 生涯自信 3.27±0.48 0.427** 0.386** 0.268** 0.429** 0.445** 0.466** 0.537** 0.509** 1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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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生涯探索对主动性人格和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检

验。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12]，

通过对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变量进行打包处理[13]，并使用AMOS

软件对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得出职业生涯探索中介作用的拟合指数

和结构方程模型。其中，X2/df=2.086<5，GFI、AGFI、NFI、CFI的

取值范围均达到0.9以上，RMSEA=0.055<0.08，因此该模型的整体拟

合度较为理想。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β=0.416， p<0.05)；职业生涯探索对生涯适应力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β=0.373，p<0.05)；另外，主动性人格对职业生涯探索也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β=0.534 ， p<0.01)。且职业生涯探索中介了主动性

人格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非参数百分比Bo

otstrap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生涯探索部分中介了主动性人格与生涯

适应力的关系，且显著水平达到(95%Cl主动性人格—生涯适应力 =

[0.189，0.503])。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0.199/(0.199+0.416)=32.4

%，这说明高职生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部分是通过职业

生涯探索间接实现的。至此，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均已得到验证。 

表3  中介作用模型影响路径分析 

影响路径 标准化直接影响 标准化间接影响 

主动性人格→职业生涯探索 0.534***  

职业生涯探索→生涯适应力 0.373***  

主动性人格→生涯适应力 0.416*** 0.199** 

四．分析与结论 

（一）高职生主动性人格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显

示，主动性人格对高职学生生涯适应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一

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4]。即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的学生，其

生涯适应力也就越好。以往的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显著预测职业

成熟度[15]、求职清晰度、职业决策效能感[7]、创业意向、生涯适应力
[14]等与职业发展有关的心理品质。这或许是因为在当今社会，未来

职业世界的变化愈加凸显出易变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急剧的变

化，具有高主动性人格水平的大学生，能够主动改变或适应这种不

确定外部环境，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涯适应力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

之路做好前期的准备。 

（二）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效应分析。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

职业生涯探索在主动性人格与高职学生生涯适应力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相符[20]。即主动性人格除了直接影响生涯

适应力之外，也可以通过生涯探索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这说明

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的高职生，其越以积极地姿态探索自身的职业生

涯，不断整合外部信息，丰富自身，从而促进生涯适应力的提高。 

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为，主动性人格对生涯适应力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作用，职业生涯探索在主动性人格与生涯适应力之间发挥部

分中介作用。未来针对高职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应注重其主动性人格

品质的培养与塑造，提高职业探索行为；将生涯适应力的培养融入

课程教学，提升学生的职业准备度；完善职业生涯发展体系的闭环

建构，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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