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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梦视域下军士学员职业价值观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叶国青　齐银鹏　沈建森　周运发

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山东青岛　266041

摘　要：采用职业价值观测试量表，随机抽取在校学习的职业技术教育、初晋中培训、中晋高培训三个层次的军士学员进

行问卷调查、现场访谈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代军士学员的职业价值观现状，掌握其发展变化趋势，分析其产生原因，在

此基础上提出有效提升军士学员职业价值观的对策建议，引导军士学员在未来岗位、战位上逐步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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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各种职业价值的基本认识和基

本态度 [1]，是个体依据自身需要对待职业、职业行为和工作

结果的信念系统，是个体一般价值观在职业生活中的体现，

必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工作偏好和工作行为 [2]。研究表明，一

个人若能从事其认为有价值的职业，则容易形成较高的职业

认同和满足感从而充分发挥其能力 [3]。在军队，培养和塑造

军人职业价值观，引导官兵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和价值取

向，对战斗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4]。面对当今快速变化的

环境和多元价值体系的冲击，军士学员的职业价值观容易受

到外界影响而呈现摇摆不定、无可适从的状态，部队也会因

为自身的价值观与毕业学员的职业价值观相互偏离而苦恼。

针对该问题，本文以在校学习的职业技术教育、初晋中培训、

中晋高培训三个层次的军士学员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调

查、现场访谈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代军士学员的职业价值

观现状，掌握其发展变化趋势，为军队院校职业价值观教育

的有效开展提供实证依据和对策建议，引导军士学员树立正

确的职业价值观，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升综合职业素养，

在未来岗位、战位上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在校学习的职业技术教育、初晋中培训和中

晋高培训三个层次共 15 个专业班次的 80 名军士学员作为被

试。如表 1 所示，被试皆为男性，来自航空弹药、机务维修

等专业。其中：中晋高 20 人，主要为 80 后，年均 34 岁；

初晋中 20 人，主要为 90 后，年均 26.5 岁；军士大专 40 人，

主要为 00 后，年均 22.6 岁。

表 1 被试情况

性别 层次 年龄

男 女 军士大专 初晋中 中晋高 00 后 90 后 80 后

80 0 40 20 20 38 23 19

1.2 测评工具

调查问卷采用美国心理学家 Super 编制的职业价值观测

试量表（Work Values Inventory，WVI）[5]。WVI 将职业价值

观分为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外在报酬三个维度，又从这三

个维度中细化出 13 个价值观因子，即 V1 自主独立、V2 智

力刺激、V3 审美主义、V4 成就动机、V5 权力控制、V6 利

他主义、V7 社会交往、V8 轻松舒适、V9 人际关系、V10

追求新意、V11 经济报酬、V12 安全稳定、V13 社会地位，

共 52 道单选题。其中，V1-V6、V7-V10、V11-V13 分别对

应内在价值维度、外在价值维度和外在报酬维度。答题时采

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每题 5 个选项，A 非常重要、B 比较

重要、C 一般、D 较不重要、E 很不重要，分别赋予分值 5、

4、3、2、1。每道题只能选择 1 个答案。

1.3 实施方法

以专业为单位，使用统一书面指导语，自行在教室组

织测试，匿名作答。印制问卷及调查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发放问卷 80 份，实际回收 80 份。剔除含有连续 5 项以上规

律性作答的问卷及错答、漏答 5 项以上的无效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 73 份，占比 91.25%。

1.4 数据处理

学员自行计算得分，依次对 13 个因子对应题目的得分

进行小计，然后对各因子得分按照维度分类排序，再将全部

因子的得分作总体排序，列出各维度得分最高和最低的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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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最后统计所有学员得分并采用 SPSS 软件分析，各维

度信度系数均在 0.7 以上，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7，

适合进行测量。

2. 结果分析

2.1 总体情况

2.1.1 内在价值维度

内在价值维度是指与职业本身特性有关的因素。如表 2，

该维度 6 个因子高低排序为成就动机、智力刺激、权力控制、

自主独立、利他主义、审美主义。访谈也表明，新时期军士

学员更注重工作带给自身的成长，更愿意去能够彰显自身价

值的单位，期望在工作中展现才华、实现抱负。他们具有较

强的管理欲望，倾向于自我决策，按照自己的方式、步调和

想法行事，不受他人干扰。利他主义和审美主义两个因子得

分较低，表明军士学员的奉献精神和审美素养有待提升。

表 2 内在价值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 自主独立 智力刺激 审美主义 成就动机 权力控制 利他主义

M 13.20 14.62 11.80 16.00 13.99 11.95

SD 2.72 2.57 2.45 2.03 2.76 2.11

2.1.2 外在价值维度

外在价值维度是指与工作内容无关的外部因素。如表 3，

该维度 4 个因子排序依次为人际关系、追求新意、轻松舒适、

社会交往。调查访谈均表明，新时期军士学员期待人性化管

理，希望工作轻松有活力，和战友关系融洽、相处愉快，对

单位能有较强归属感。他们普遍认为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有益

于个人成长，愿意在单位内部尝试不同岗位，希望将工作视

为一种享受形式，追求轻松、舒适、自由、优越的工作环境。

得分最低的因子是社会交往，说明军士学员不太看重与外界

接触并建立广泛联系。

表 3 外在价值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 社会交往 轻松舒适 人际关系 追求新意

M 11.07 11.75 16.62 11.77

SD 2.47 3.29 2.21 2.52

2.1.3 外在报酬维度

外在报酬维度是指在职业活动中能够获得的报酬因素。

如表 4，该维度 3 个因子排序依次是社会地位、安全稳定、

经济报酬。调查发现，军士学员能够感受到社会激烈的竞争

压力，对军队薪资待遇感到满意。事实上，他们在深层次情

感上的诉求更为突出，普遍希望自己未来拥有较好的社会地

位，受人尊重和社会高度认可。大多数学员在衣食住行等基

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不想再让工作挤占过多业余时间。他们

认为钱永远赚不够、事情永远做不完，工作之余应有适度休

闲娱乐及自处时间，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他们希望工

作安稳，不因待遇变动、工作调整、领导训斥等提心吊胆、

心烦意乱。

表 4 外在报酬维度得分情况

项目 经济报酬 安全稳定 社会地位

M 10.12 12.50 14.67

SD 2.53 2.40 2.61

2.1.4 整体职业价值观分析

根据表 5，军士学员在全部 13 个因子上的得分排序为

人际关系、成就动机、社会地位、智力刺激、权力控制、自

主独立、安全稳定、利他主义、审美主义、追求新意、轻

松舒适、社会交际、经济报酬。可见，军士学员最看重的

是人际关系、成就动机和社会地位，最不看重的是经济报

酬。究其原因，他们成长在一个国力蒸蒸日上、鼓励创新、

崇尚自由的时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富足，独立性强，有想法、

有创意，更倾向于在职业生涯中收获更多成就感，成为自

己期望的样子。

表 5 职业价值观整体得分情况

项
目

自主
独立 智力刺激 审美主义 成就动机 权力控制 利他主义 社会交往 轻松舒适 人际关系 追求新意 经济报酬 安全稳定 社会地位

M 13.20 14.62 11.80 16.00 13.99 11.95 11.07 11.75 16.62 11.77 10.12 12.50 14.67

SD 2.72 2.57 2.45 2.03 2.76 2.11 2.48 3.29 2.21 2.52 2.53 2.40 2.61

表 6 不同培训层次职业价值观差异检验

培训层次 自主独立 智力刺激 审美主义 成就动机 权力控制 利他主义 社会交往 轻松舒适 人际关系 追求新意 经济报酬 安全稳定 社会地位

军士大专 14.0 15.0 12.5 16.5 13.89 15.4 11.9 12.5 17.4 12.6 11.5 13.3 15.8

初晋中 11.0 13.2 11.2 14.4 13.8 13.9 10.0 10.3 14.8 10.0 9.8 12.2 12.8

中晋高 13.8 15.3 11.0 16.6 14.4 13.1 10.5 11.7 16.9 11.9 7.7 11.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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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化趋势

从年龄分布看，三个培训层次的学员分别对应 00 后、

90 后和 80 后三个群体。其差异变化反映了从 80 后到 90 后

再到 00 后职业价值观的发展趋势。

表 6 显示了职业价值观在军士学员不同培训层次上的

差异，特点如下：

一是多元化。军士学员职业价值观呈多元分布态势，

尤其是大专学员，就没有评分特别低的项目，几乎对所有价

值观因子都比较重视。

二是趋同性。在重视人际关系、成就动机和不看重经

济报酬、审美主义、社会交往、轻松舒适等方面，不同层次

学员具有较大趋同性。

三是发展性。对于审美主义、利他主义、经济报酬、

安全稳定，年龄愈小，重视程度愈高。相比之下，00 后对

社会交往、轻松舒适、追求新意、人际关系、经济报酬等更

为在意。

四是功利性。三个层次都很重视人际关系、成就动机

和社会地位，看重工作环境、发展机会及社会地位，功利化

倾向明显。尤其是 00 后，主体意识强，注重自我发展和自

我价值实现，推崇自我选择和自我肯定，喜表现自己，重物

质回报，内外动机并存。

五是失衡性。紧随人际关系、成就动机和社会地位后 , 

军士学员看重的是权力控制、自主独立、安全稳定，而利他

主义、审美主义、追求新意、社会交往的排名较靠后，说明

他们较为忽视美育、创造力的培养，重个人轻社会，集体观

念略显淡薄。

3. 对策建议

军士学员正处于职业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理念及思

维方式尚未定型，可塑性强。对其职业价值观呈多元分布、

内外动机并存、过于理想化、重个人轻社会、美感创新不足

等特点，院校可从以下方面加以引导： 

3.1 强化价值引领，实现个人目标与强军目标相统一

与时俱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观融入

职业价值观教育，加强职业理想和道德教育，提升职业综合

素养，引导学员树立职业奉献精神，强化民族自豪感和社会

责任感，正确处理个人与军队、奉献和索取的关系，自觉抵

御享乐、拜金等不良思想侵蚀，在强军实践中建功立业，在

奉献社会中成长成才。

3.2 突出规划指导，实现职业生涯教育与课程思政建设

相促进

建立指向明确、架构完整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引导

学员制定职业生涯规划。一是从职业发展战略高度编写职业

生涯规划指导手册，加强职业生涯教育，组织专门测试和专

题授课，帮助学员提升职业认知、明晰职业理想。二是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将价值观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融

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待遇观、地位观和

责任观。三是建立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师队伍及咨询室，一

对一提供常态化、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切实化解实

际问题和思想困惑，厘清不合理观念，引导学员正确认识自

身职业需求，正确看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时调整职业定

位。多措并举下，实现课堂引领和课外辅导相互补充、形成

合力，提高职业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提升军士学

员的职业认同感、适应性。

3.3 坚持问题导向，实现审美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

军士学员在审美主义和追求新意上较为薄弱，而工作

价值标准中的审美主义和追求新意恰恰是职业价值观中的

高层次需求。对此，院校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审美与创新

教育，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改进，补齐短板。一方面，要将

审美教育融入职业价值观教育中，积极探索二者有机联系，

深挖各类课程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元素和美学价值，促进审美

教育和价值引领相融合。同时，鼓励学员用心体会自身职业

蕴含的美，善于在学习工作中发现美、欣赏美，不断提升审

美能力及水平。另一方面，要引导军士学员树立创新创业理

念，不断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帮助自己从激烈的职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4. 结束语

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对职业发展目标及重要性的认识态

度和判断标准，对个体的工作偏好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调

查测评有助于了解掌握新时期军士学员的职业价值观情况，

以强军兴军为目标，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做好

职业生涯规划，促进职业兴趣、职业人格和职业能力等综合

职业素养的培育。同时，院校应遵循职业价值观形成发展规

律，多渠道、多载体、多举措帮助军士学员明确职业发展目

标，努力提升专业知识技能和综合职业素养，为将来在任职

岗位、战位上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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