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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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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农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运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问卷(GSES)调查,结
果表明:农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大学生职业自我效

能感存在性别差异有社会和个人2方面的原因,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女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要增强

女性对自身性别的信心,健全法规以应对就业歧视,有针对性地加强就业培训和咨询;要学会正确归因,积极进

取,努力拓展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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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家 AlbertBandura[1]于1977年率

先提出自我效能感概念,认为职业自我效能 (career
self-efficacy)是自我效能理论在职业领域中的具体

应用。最早把自我效能理论应用于职业心理学和职

业咨询中的是心理学家Betz和 Hackett,他们将职

业自我效能定义为“对个人从事特定职业的能力的

信念”[2]。也就是说,职业自我效能反映的是个体对

自己完成特定职业的相关任务或行为的能力的知

觉,以及或对达成职业行为目标的信心或信念。国

内有关自我效能与职业自我效能的研究都建立在上

述理论基础之上。职业自我效能包含2个方面的内

容,一方面是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能,另一方面

是有关职业行为过程的自我效能[3]。
笔者在农业高校从事了多年的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教学、就业指导及学生管理工作,深切地体

会到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对大学生就

业竞争力、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在具体

的就业指导中体会到大学生的职业效能感存在性别

差异。性别差异是职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热点。学者王桢 等[4]人也发现,性别和学校类型都

是影响职业自我效能的因素。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农

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的性别差异,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我们对农业高校男女大学生职业自我效

能感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研究设计及调查结果

1.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在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

11所院校的在校学生中,采取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

方法选取1380个大学生被试发放问卷,通过无记

名方式填写,当场回收问卷1326份,其中有效问卷

1270份(男 生686份,女 生575份),有 效 率 为

95.78%。
(2)研究工具。研究采用王才康等[5]在2001年

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中文版。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的最早德文版系由德国柏

林自由大学的著名临床学家和健康学家Schwarzer
等[6]人于1981年编制,目前已被翻译成至少25
种语言,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
(3)测试程序。将被试大学生分别集中在各自

学校的教室或会议室,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人

员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强调问卷采取无记名

形式,为达到研究的科学性请被试如实填写性别等

个人信息,然后如实回答问卷中的各项目,当场回收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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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处理。将回收的有效问卷的数据录入

计算机,采用SPSS11.5和LISREL8.7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处理。

2.调查结果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农业高校大学生的职业自

我效能感的因子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从表1
可以看出,职业自我效能感因子得分的均分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P<0.05),表现为男生的职业自我

效能感的因子得分的均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农业

高校男生的职业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
表1 农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分析

男性(n=686) 女性(n=575) t P
职业自我效能感 0.08±1.02 -0.10±0.97 3.108 0.002

  这一结果,与国内的一些相关研究的结果是一

致的,如康廷虎[7]、李力等[8]的研究。这些研究表

明,女大学生职业效能感与男大学生相比略低。张

钰[9]的调查研究也表明,高职学生在择业自我效能

以及各构成因素上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

显著高于女生,男生较女生收集有关就业单位和相

关职业的信息更坚决,评价自己的职业能力更自信,
在遇到与就业有关的问题时,男生更具有独立自主

的个性特点。纵瑞雪[10]指出,男生的职业效能感

在总体上显著高于女生,女生职业期望值很高但

付出实际行动不够,所以职业自我效能感低于男

生。
此外,在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和就业回访的过

程中,调查了用人单位对男女大学生的评价,共发放

了150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问卷143份,结果如表

2。结果表明,女性在自信心、心理承受力、果断决策

力、意志力等方面相对男性低,自我评价与实际表现

吻合度也较低。
表2 用人单位对农业高校毕业生的评价

内 容 男性/% 女性/%
对工作获得成功的自信心

面试中的心理承受力
职业决策的果断程度

克服工作中困难的意志力
自我评价与实际表现的吻合度

56.4
60.1
57.5
53.4
58.2

43.6
39.9
42.5
46.6
41.8

  二、农业高校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
感存在性别差异原因分析

  农业高校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男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这
主要有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

1.社会原因

(1)世俗性别偏见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几
千年男权文化传统的渗透性和传递性发展,让许多

人不自觉地认为:男性强于女性,女性应该处于被支

配、被领导的角色,许多媒介也潜意识地宣传了这种

观念,使学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造成女生

职业自我效能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家长认为女孩子

比男孩子要弱势,担心其上当受骗,遭人伤害,因而

束缚过多,这样容易造成女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弱,相
对自信心不足。

(2)就业性别歧视影响。由于女性在体能上明

显不如男性,某些物理承受能力相对弱;女性存在怀

孕、生育等特殊情况,导致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

生时有性别歧视。有关调查表明,有46.4%的女性

结婚后,特别是有小孩后,选择当全职太太,这势必

影响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的选择。2009年,全国妇

联妇女发展部发布的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

调查报告》显示,在求职过程中,有91.9%的被访女

大学生感受到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56.7%的被访

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到“女生机会更少”,四成

被访女大学生认为女生找工作比男生困难[11]。有

调查显示,在同样的用人选择中,男女的性别差异表

现明显。男生的平均就业率是75%,而女生的平均

就业率只有30%左右,这也导致女生竞争压力更

大,职业效能感低于男生。
(3)高校就业指导有待加强。有些高校就业培

训不够系统,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不强,没有针对大学

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所缺乏的素养进行重点培训,
而是实施大一统、一刀切的培训形式和内容,培训效

果不佳,导致学生求职技能缺乏,就业竞争力差,自
然会造成职业自我效能感低下。有些高校忽视对学

生就业心态和就业观念的引导,学生存在就业恐慌、
就业焦虑等等,职业自我效能感较低。

2.个人原因

(1)归因方式的影响。有研究表明,面对同样的

事情,在行为归因模式上,女性容易把成功归结为客

观因素(如运气),将失败归结为主观因素(如能力),
而男性却与之相反,这样的话,与男生相比,女大学

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12]。
(2)有些女性进取心不够。一些女性在求职一

开始就自认为:我是女生,单位会歧视女生,从而没

有积极主动、勇敢地去应聘。戴可等[13]的研究表

明,大学生在应对就业压力的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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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在面对困难时更多采用向人求助的方式和幻想

的方式,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有关调查显示,在求职

中,女大学生中有50%想依靠别人,有48%惧怕失

败,有43%感到自己既无才能又缺乏吸引力,有

48%存在就业焦虑心理,有29%认为别人的要求比

自己的要求更重要[9]。笔者在就业指导时与用人单

位沟通中了解到,用人单位反映“很多女生依赖性

强,怕苦怕累,抗压能力小”,不太想招女生。
(3)女性求职面较窄。很多女性选择传统观念

上认为适合女性干的职业或岗位,对其他职业或岗

位较少问津。相对于男生,很多女生倾向于选择较

稳定、风险小、环境好的单位,而对竞争性强、挑战性

大的职业不太想介入。这也造成有些职业领域或岗

位女性扎堆,女性竞争压力加大,女性求职面较窄。

  三、措施与思考

鉴于农业高校女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明显低

于男生有以上成因,要从社会和个人2个层面,采取

下列相应措施提高女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

1.增强其对自身性别的信心

家庭和社会要放手让女孩去锻炼,不要让女孩

受传统性别偏见的影响,不要让女孩形成女性弱小

及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等观念。要让女生了解同性

成功的历程,向女生提供这种替代强化,当女性看到

与自己相似的同性在某些职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

时,女生会极大地提高自己从事类似职业的兴趣,增
强信心和斗志。

2.健全法规应对就业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70号)、《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都强调“劳动者依法享

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
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全国妇联妇女发

展部副部长崔卫燕表示,女大学生就业难是无法回

避的社会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是遭受就

业性别歧视,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急需政府履行职

能,积极促进公平就业,积极促进落实相关政策、措
施配套,提供可持续的支持行动 [11]。2011年3月8
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王

萍 受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邀请,在与

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指出:可以在法律条文中,增加

禁止用人单位在任何招聘程序中有任何的性别信

息,这应该用法律固化[14]。因此,要继续建立健全

涉及就业歧视的相关法规,并且细化就业歧视的认

定方式,不断规范就业市场,可以实施用人单位使用

劳动者性别最低比例的制度,平衡就业过程中男女

的客观差异。对有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采取必要的

法律手段,一旦用人单位被认定有就业歧视的倾向,
则采取行政处罚的手段等给予必要的惩治。

3.有针对性地加强就业培训和咨询

高校应通过调查问卷、个案访谈等多种途径了

解学生的求职心态和在应聘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有

针对性地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学生的求职应聘技能。
要积极开展就业心理咨询,帮助学生调试好就业心

态,加强自信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就业自信心。通过

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

个性、兴趣等,探索工作世界,分析社会需求,运用人

职匹配理论等,找到与自身个性、兴趣、特长等相匹

配,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近早做好职业准备,不断

提高就业竞争力。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加强对大学生自我评价的指导,促进其对自身的全

面认识,作出适当的自我评价。

4.学会正确归因

大学生要认识到在学习、生活以及求职应聘过

程中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要学会对失败进行正确

归因,掌握归因技能,不要将失败归因为自己能力

的缺陷,把成功归因为运气,要相信通过努力是可以

克服困难并获得最终成功的。有些用人单位强调,
除去一些对性别有特殊要求的岗位,单位对招人并

无“男女”倾向,关键在于 “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可
不可用”。有单位人力资源主管表示,即使性别歧视

影响求职,女生在求职时也不必过于强调自身“性别

歧视”感受,传染上“歧视病”,会影响甚至阻碍求职

成功。因此,女大学生在求职时不要预先带着“我是

女生,单位会更倾向要男生”的想法。在求职应聘过

程中要转变被动地等待、消极观望求职为主动出击、
大胆应聘,这样会促进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提

高。女性还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要吃苦耐劳、开
拓进取、敬业爱岗,消除给用人单位留下的女性事业

心不强的不好印象。

5.拓展职业领域

郭晗薇 [12]的研究表明,双性化类型的大学生

职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因此,大学生

应注重自己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培养,增强自己的双

性化职业能力,择业时不一定要限制在传统的性别

职业领域里,而是应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个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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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兴趣爱好等选择合适的工作,拓展职业领域。
总而言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业高校大学生

职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有社会和

学生自身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相

应措施来提高农业高校女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

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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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DifferencesOfAgriculturalCollege
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

DENGYong-chao
(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Personnel,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Weusegeneralself-efficacyquestionnaire(GSES)toanalyzegenderdifferencesofagri-
culturaluniversity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Theresultsshowthatthereisgenderdifferenceinagri-
culturaluniversity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andboys’careerself-efficacyishigherthangirls’.Gender
differencesofagriculturaluniversity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havesocialcauseandstudents’cause.
Weshouldtakeeffectivemeasurestoimprovefemale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inagriculturaluniver-
sity.Weshouldstrengthenwomen’sconfidence,perfectstatutestooppositeemploymentdiscrimination,

andpertinentlyreinforceemploymenttrainingandconsulting.Studentsshouldseekreasonscorrectly,

andstrivetoexpandprofessionalfields.
Keywords agriculturaluniversities;collegestudents;careerself-efficacy;genderdifferences;cor-

rect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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