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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促进作用与其提升途径研究
徐伟

福建农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一直以来，大学生就业情况都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大的问题现实存在。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多维度的

积极心理状态，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促进作用被越来越重视。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现状及其在大学生中的差异化研

究，强调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巨大促进作用，提出通过一定的方法和途径有意挖掘和提升大学生心理资本，促进大学生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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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资本的概念及内涵

心理资本最初是在财经、金融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被提出

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末的美国，人们发现与心理相关的一

些积极要素在预防心理疾病方面多有裨益，积极心理学研究

随之逐步兴起，将心理学从心理疾病研究中解放出来，提出

更应该关注健康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开发个体潜能，使正

常群体更加幸福。在这一背景下，心理资本的概念应时而生。

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体现在一个人自身的成

长、发展之中，包含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及韧性四个典型

的心理特征。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时，充满信心，

且能付出相应的努力来取得成功。乐观是指一个人无论在任

何时候获得成功或是遭受失败都能做出积极正面的归因。希

望是指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坚韧不拔，并有能力

对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进行调整。韧性是指一个人遭遇困

难时，能始终如一坚守信念，及时调整、恢复心态，并选择

有效手段来达成目标。此外，积极心理学家认为心理资本也

包含了诸如尊敬、智慧、沉稳、感恩和宽恕等一系列积极心

理特征。

2 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及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2.1 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研究者从年级、专业、性别、是否

学生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有无实习经历、生源地及学校所

在地等方面对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其各具体维度开展差异化

研究。张轩辉等人（2016）研究认为女生除韧性方面好于男

生外，其他维度方面表现均不如男生；学生干部的心理资本

及各维度水平均好于非学生干部。张昕等人（2018）研究发

现在韧性维度上，非独生子女强于独生子女，理工类专业学

生好于其他专业学生；学校所在地越发达，学生的自信水平

和乐观水平就越高。李雅娜等人（2019）调查发现在乐观、

希望维度上低年级学生的表现好于高年级学生，而高年级学

生在自我效能感和韧性方面更突出；两相比较，从农村走出

来的大学生韧性更强，而从城镇考入大学的学生自我效能感

更高；有无实习经历及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心理资本及其相

关维度上存有差异。不同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普遍认为大学

生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在学生群体中差异性存在，整体水平居

中，对大学生求职、就业促进作用明显，与大学生创业意向、

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

当前的调查研究还只限于个别高校或区域内数个高校，

全国范围内尚不成体系，存在着调查研究的标准不统一，调

查问卷编制的个性化、多元化突出，调查样本的大小、组成、

范围、差异化情况各异，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等情况，导致不

同的研究结果略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也恰恰说明了不同地

域、不同高校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差异化与多元化，更揭示了

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深入研究的必要。

2.2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促进

作为大学生在人生特殊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积极心理要

素，心理资本为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有效心理支持，积极促

进大学生就业。我们可以从乐观、希望、韧性、自信和成就

动机这五个具体的维度来测量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考察它们

在不同大学生群体内的差异性以及各个维度对就业成功贡

献的大小。对大学生心理资本主要维度富有成效的测量与分

析，有针对性地发掘与提升相关维度水平，可以使大学生在

求职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

在当前就业形势持续严峻、求职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

下，部分大学生缺乏自信和竞争意识、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

自我，感受到很大的就业压力，相应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

这种就业心理压力多表现为焦虑与困惑、缺乏自信心、自我

高估、被动与依赖、急功近利、自卑等，这正是大学生在就

业过程中心理资本缺失的表现。这种积极心理因素的缺失，

一方面是受就业难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缺失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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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的现实互为因果。心理资本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在求职

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心理支撑，表现不佳，就业受挫。虽然

就业困难原因不尽相同，但都可以通过挖掘大学生自身的心

理潜能，提升心理资本，增强其就业竞争优势，解决其就业

问题。

现有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差异化研究，为高校针对性地提

升大学生心理资本，促进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高校要注意

加强男生、独生子女、非理工类专业学生、低年级学生及来

自城镇的大学生他们在心理资本韧性维度方面的培养，强化

他们的心理恢复能力，加强抗挫折教育；通过专业教育与职

业指导，使高年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活和认识自己，对未

来充满希望和保持乐观心态；通过阶段性小目标设置，使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体验成功，增强自我效能感。所在地欠发达

的高校要努力加强学生整体的信心和乐观水平。女生在求职

过程中遭受的挫折相对男生更多。除去其他原因外，部分女

大学生就业不顺利很大程度上与其缺乏自信和竞争意识、不

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自卑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在

提升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就业技能，推进大学生就业工

作时，有意发掘女大学生积极心理方面潜在动能，使其正确

认识自己与外部竞争，保有积极乐观心态，提升她们的整体

心理资本水平，是女大学生提升就业竞争优势，解决就业问

题的关键。大学生学生干部心理资本的各维度表现均优于非

学生干部，积极心理水平明显较高。这为促进高校就业工作

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发挥学生干部的就业带动作用，特别是

发挥大学生学生干部群体在心里资本方面的天然优势，积极

带动、培育其他大学生心理资本，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及朋

辈榜样的力量，推进大学生就业。

3 大学生心理资本的提升途径

心理资本不是天生的，它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层

面上积极要素的不断积累，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在心理上的

集中体现，它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具有一定的稳定

度和一致性，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挖掘、培育不断提升。大学

生作为青年一代，各方面可塑性很强，心理各方面还在不断

发展与构建，是提升心理资本的绝佳群体。高校应采取针对

性的教育手段，充分发掘和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并融入

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之中。

（1）培养大学生乐观的自我认知风格。乐观是对未来

积极归因或者是积极预期的心态，具备乐观心态的个体通常

能够将困难和挫折看成是暂时的，相信自己有能力战胜困

难，最终获得成功。在日常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可以通

过有效鼓励、拓展训练、心理暗示等方法来培养学生积极乐

观的认知风格。

（2）提升大学生的希望水平。希望是为了达到目的所

下的决心和对实现目标路径的坚定信心。大学生在求职过程

中，如果具备较高的希望水平，就不会因为一时身陷逆境而

垂头丧气、丧失勇气和目标，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就能够以

坚定的决心去面对和处理，最终找到自己的满意的工作。高

校在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中可以通过自我评估，理性认知、

鼓励创新等途径来提升希望水平，培养学生积极希望的信

念。

（3）塑造大学生坚韧的人格特征。韧性是个体面对失

败、挫折、不确定或难以抗拒的变革的复原能力。它可以由

个人和环境中保护机制的增加，个人应对优势的提升或风险

因素的减少而加强，从而提高个体自我保护的技能。在就业

指导中，高校可以通过阶段目标强化与奖励、挫折训练、团

体心理拓展等教育手段来塑造学生的心理韧性。

（4）培养大学生的自信水平。自信是个体为完成目标

而调动自身动能、启动认知体系并付诸必要行动的能力。高

自信水平的学生不畏惧挑战，遇到障碍的时具有锲而不舍的

精神，同时能够有效自我激励，努力实现目标。在大学生就

业过程中，可以通过目标设置、培养榜样、体验成功、说服

教育等方式来培养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5）激发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成就动机是个体为了实

现目标而自发自愿去付出时间与精力，并努力实现成功的内

在动力。个体的成就动机越强，其自发性、自主性就越高，

就会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向着目标努力，就越能推动大学生

就业。高校在给予学生求职指导时，可以通过榜样学习、优

化教学方式、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因材施教等途径，激发

大学生的对未来职业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引导学生为获得目

标职业而努力。

（6）重视大学生职业倾向。大学生群体职业倾向的差

异化明显，需要的求职能力也不尽相同。关注不同大学生的

职业倾向，分析心理资本各维度和不同求职倾向之间的正相

关度，有效引导大学生根据自身的职业倾向有针对性的提升

心理资本相关维度水平，并最终提升整体的心理资本。高校

在开展具体职业指导工作中，一开始就应注意分类指导和个

性化服务，通过一定的测试与咨询，让大学生在认识自己与

职业的基础上明晰职业倾向，并进一步挖掘和提升与其职业

倾向相关的心理资本相关维度。

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而多维度的心理状态，是个体成

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积极要素总和。心理资本有一定的稳定

性与持续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大学生心理资本具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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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塑性。心理资本的不同维度在不同大学群体之中有差

异，有针对性的分析这些差异，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提升大

学生心理资本整体水平，将极大地促进高校学生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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