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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助产学本科生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认同感之间的作用。方法 采用主

动性人格问卷、生涯阻碍知觉量表和护士职业认同问卷对贵州省某医科大学131名助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
SPSS宏插件Process

 

Verson3.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主动性人格对职业认同感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明

显(β=1.291,P<0.001),当纳入中介变量生涯阻碍知觉后,主动性人格仍能明显预测职业认同感(β=1.135,
P<0.001);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认同感之间起中介作用(β=-0.160,P<0.05),中介效应

(0.157)占总效应(1.291)的12.13%。结论 护理教育者可通过改变助产学本科生感知到的生涯阻碍因素来

改善其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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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认同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

等的积极感知和评价[1]。助产学本科生是改善我国

助产士人力资源匮乏和人才结构不平衡问题的重要

力量[2]。目前助产学本科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

以上水平[3],而职业认同低常与低从业意愿、高离职

意愿有关[4-6],会造成人才流失。主动性人格是个体

采取积极行为影响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个性特征或

行为倾向[7]。相较于被动个体,主动性个体更能采取

正向行为来适应环境以获得成功[8],并在主动改变的

过程中增强从业信心,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业认同

感[9-10]。生涯阻碍是个体认为当前存在或将来可能会

遇到的与职业相关的障碍[11],个体对其认知与评价会

影响职业决策。拥有主动性特征的个体在面对职业

阻碍时,更倾向于挑战并解决问题,因此,对障碍的感

知和评价也越低[12]。以上研究分别探讨了主动性人

格对职业认同感和生涯阻碍知觉的影响,但三者间是

否相互影响、影响路径和效应如何仍待明确,也缺少

对助产学本科生群体的探索。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生涯阻碍知觉是否在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和职

业认同感间存在中介作用,以期为助产学本科生职业

认同感的培养提供新视角和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19年12月选取贵州省

某医科大学助产学140名本科生(大一和大二)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1)在校;(2)助产学本科生;(3)知

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参与其他生涯指

导或职业认同感研究项目者。
1.2 方法

通过问卷星制作问卷并发放。选项均为必答题。
课题组先通过学生 QQ班群解释研究目的和填答注

意事项,再发布问卷。问卷回收后,双人核对筛查,剔
除填写时间过短、过长、规律性答案和前后逻辑矛盾

的问卷。共收回问卷140份,其中有效问卷131份,
有效回收率为93.60%。调查问卷内容有:(1)一般资

料: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家庭所在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就读本专业的原因及毕业后的工作

意向等。(2)主动性人格问卷:由商佳音等[13]修订,单
一维度,共11个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分别赋值1~7分,中文版Cronbach's

 

α达到0.86。
(3)生涯阻碍知觉量表:由赵小云等[14]编制,共35个

条目,包含背景差别待遇、婚姻家庭制约、父母行为阻

碍、学校教育不足、信息探索不足、性格缺陷、技能储

备不足7个维度,从“很不可能”到“完全可能”分别赋

值1~5分,得分越高阻碍知觉越高。该量表Cron-
bach's

 

α为0.72~0.85,是测量大学生生涯阻碍知觉

的良好工具。(4)护士职业认同问卷:由刘玲等[15]编

制,共17个条目,包含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

险、社会支持与自我反思、职业选择的自主性、社会说

服5个维度。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赋值1~
5分,得分越高,职业认同感越强。该问卷Cronbach's

 

α为0.83,被广泛用于评估护生和护士职业认同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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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相关关

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影响因素采用层次回归分

析;通过 Hayes编制的 SPSS宏 程 序 插 件 Process
 

Verson3.3进行Bootstrap检验以验证生涯阻碍知觉

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认同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助产学本科生一般情况

本次有效调查131名助产学本科生,其中男7名

(5.34%),女 124 名 (94.66%);农 村 99 名

(75.57%),城镇32
 

名(24.43%);独生子女13名

(9.92%),非独生子女118名(90.08%);学生干部26
名(19.85%),非学生干部105

 

名(80.15%);就读本

专业原因为个人意愿者49名(37.40%)、父母选择6
名(4.58%)、高考调剂76名(58.02%);家中有医疗

从业人员26名(19.85%),无相关从业人员105名

(80.15%);喜欢助产专业者29名(22.14%)、不喜欢

7名(5.34%)、中立者95名(72.52%);毕业后愿意从

事助 产 专 业 者 70 名 (53.44%)、不 愿 意 者 3 名

(2.29%)、不确定者58名(44.27%)。
2.2 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及职

业认同感情况

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和职业

认同感及各维度得分,见表1。生涯阻碍知觉各维度

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技能储备不足、背景差别待遇、
信息探索不足、婚姻家庭制约、学校教育不足、性格缺

陷和父母行为阻碍;职业认同感各维度从高到低依次

为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职业选择自主性、社会说服、
职业自我概念和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2.3 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及职

业认同感相关关系

主动性人格与职业认同感呈正相关(r=0.349,
P<0.01),与生涯阻碍知觉呈负相关(r=-0.222,
P<0.05);生涯阻碍知觉与职业认同感呈负相关(r=
-0.258,P<0.01)。各量表及维度相关性,见表2。
2.4 助产学本科生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

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Process
 

Verson3.3,选择 Model4(简单中介

模型),以主动性人格为自变量(X),生涯阻碍知觉为

中介变量(M),职业认同感为因变量(Y)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对职业认同感的正向

预测作用明显(β=1.291,t=4.226,P<0.001),加入

中介变量后,主动性人格对职业认同感的直接预测作

用仍然明显(β=1.135,t=3.679,P<0.001);主动性

人格 对 生 涯 阻 碍 知 觉 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明 显(β=
-0.981,t=-2.589,P<0.01),生涯阻碍知觉对职

业认同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明显(β=-0.160,t=
-2.285,P<0.05),见表3。此外,主动性人格对职

业认同感影响的直接效应和生涯阻碍知觉的中介效

应的Bootstrap(5
 

000次)95%CI 上下限均不包含0,
表明主动性人格不仅能直接预测职业认同感,还能通

过生涯阻碍知觉的中介作用预测职业认同感。直接

效应(1.135)和 中 介 效 应(0.157)分 别 占 总 效 应

(1.291)的87.87%和12.13%,见表4。
表1  学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及职业认同感

   得分(n=131)

量表 得分(分) 量表 得分(分)
生涯阻碍知觉 2.56±0.52 主动性人格 5.31±0.83
 背景差别待遇 2.73±0.74 职业认同感 16.44±3.08
 婚姻家庭制约 2.46±0.81  职业自我概念 3.06±0.84
 父母行为阻碍 1.95±0.81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2.77±0.82
 学校教育不足 2.46±0.70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3.71±0.60
 信息探索不足 2.67±0.72  职业选择自主性 3.49±0.91
 性格缺陷 2.36±0.82  社会说服 3.41±0.95
 技能储备不足 3.32±0.94

表2  学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和职业认同感

   相关性分析

项目
主动性人格

r P

生涯阻碍知觉

r P
职业认同感 0.349 <0.001 -0.258 0.003
职业自我概念 0.174 0.047 -0.228 0.009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0.169 0.054 -0.101 0.251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0.439 <0.001 -0.086 0.327
职业选择的自主性 0.297 0.001 -0.431 <0.001
社会说服 0.268 0.002 -0.082 0.352
主动性人格 1.000 - -0.222 0.011

表3  学生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模型检验(n=131)

变量
方程1(Y:职业认同感)

β SE t

方程2(Y:生涯阻碍知觉)

β SE t

方程3(Y:职业认同感)

β SE t
截距 9.586 1.886 5.836a 23.158 2.037 11.370a 13.283 2.287 5.808a

主动性人格 1.291 0.373 4.226a -0.981 0.379 -2.589b 1.135 0.308 3.679a

生涯阻碍知觉 - - - - - - -0.160 0.070 -2.285c

r2 0.122 0.049 0.156
F 17.860a 6.705a 11.833a

  a:P<0.001,b:P<0.01,c:P<0.05,均为双侧;-:此行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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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 效应值 SE 95%CI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1.291 1.886 5.963~13.343 100.00

直接效应 1.135 0.384 0.358~1.865 87.87

中介效应 0.157 0.109 0.005~0.421 12.13

3 讨  论

3.1 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和生涯阻碍知觉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处于

较高水平,稍高于高职学生[16];其生涯阻碍知觉为中

等偏下水平,和普通高校大学生水平相当[17],排名前

三的维度依次为技能储备不足、背景差别待遇、信息

探索不足。可能原因:(1)本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为

大一和大二学生,其课程以医学和护理基础为主,对
助产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接触不足;(2)背景差别待遇

是指学生的身高、性别、家庭经济和身体健康等条件

的差异,本研究中75.57%研究对象来自贵州农村地

区,可能担心自身条件在职业中不占优势[18];(3)大
一、大二学生不清楚助产士工作性质,缺少自我和职

业探索的意识和途径,因此感知到了生涯阻碍。建议

护理教育者重视对低年级助产学本科生的职业引导,
尽早通过开展职业生涯主题班会和生涯规划竞赛等

方式帮助学生积极探索,形成稳定的职业认知和职业

目标。

3.2 助产学本科生主动性人格、生涯阻碍知觉和职

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中助产学本科生的主动性人格与职业认

同感呈正相关,说明个性越主动的学生,职业认同感

越高;研究指出越主动的个体在职业发展中,更能主

动探索自身和外部环境,感知的职业决策困难更

低[19];相较于非主动性的个体,感受到的职业成就感

更高,从事职业的信心和信念也越高,因而职业认同

感也越高。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与生

涯阻碍知觉呈负相关,非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面对阻

碍因素或困难时,容易产生畏难、退缩逃避的思想,而
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选择主动寻求社会支持、调整自

己和外部环境来适应职业生涯发展中的问题[20]。此

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生涯阻碍知觉越高,职业认同

感越低,因为感知到高水平的阻碍因素时,个体通常

有强烈的受挫体验,从而失去从业信心和兴趣[21-22]。
3.3 助产学本科生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

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显示,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人格和职业

认同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主动性人格可以直

接预测职业认同感,也可以通过控制生涯阻碍知觉间

接预测职业认同感。有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的个体

更容易感知到改变的机会,从而利用环境资源和社会

支持主动采取行动做出改变计划,并坚持执行直到实

现目标为止[20]。这一方面帮助个体更正面乐观地认

知和评价职业发展过程中阻碍因素,另一方面也促进

了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积极评价,间接增强了个

体面对和解决职业问题的自我效能,从而对职业认同

感产生了积极影响[10,21]。生涯阻碍是个体遭遇的内

在冲突和外在挫折,只有被个体感知到才能对其产生

影响,可通过减少可感知的生涯阻碍帮助个体增强对

职业的承诺和忠诚度[22]。
本研究中助产学本科生生涯阻碍知觉在主动性

人格和职业认同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提示护理教育

者可通过干预助产学本科生的生涯阻碍知觉来提高

其职业认同感。但本研究样本仅来源于贵州省一所

医科院校,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扩大抽样地区和样本数

量,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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