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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高中改革以来,培养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成为学校教育的痛点,而目前学校开展的生涯规

划课程仍处于探索阶段,虽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与身心状态、课业成绩都有关系,但是对学生

自我认知水平与生涯规划能力的关系研究少之又少。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调查学生自我认知水平和

职业成熟度的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二者的相关关系,为学校的生涯规划课程提供实证依据,为提升

学生的生涯规划能力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高一的自我认知水平较低,职业成熟度处于一般

水平,二者相关显著,可见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水平对提高其生涯规划能力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群体的自

我认知水平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职业成熟度水平在性别、城乡、父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和

是否任职班干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在培养学生职业规划能力时,要注意学生的差异水平,因材施教,家庭、学

校和社会等层面均要积极主动地为学生提供丰富、全面、平等的职业知识和体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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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自201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全国

各地陆续开始实施高考新政,河北省作

为第三批进入新高考的省份,在2019年

也印发了《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实施办法》。在新高考模式下,高校在

录取时会根据专业特征对学生的选考科

目有所要求,因此,学生要根据自身特点

选择适合的考学科目,这就要求学生具

备自我认知和生涯规划的能力。 

目前有关高中生自我认知状况的研

究并不多,部分研究表示自我认知水平的

提高对高中生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比如杨

秀珍提出自我认知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

预防消极的心理状态[1],米秉玺、马宏伟也

赞同自我认知是优化高中生心理状态的

根本途径；王艳霞发现自我认知水平提升

后,高中生学习和生活的发展更顺利[2]；张

思景等人也发现训练高中生的元认知能

力有利于学习效果的提升；如果高中生

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那么他们在选择

科目、专业时会更盲目[3-5]。 

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学校已经开始

设置高中生生涯规划课程,以帮助学生

正确地认识高考新政,提升其生涯规划

能力,但该课程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

未成熟。因此,本研究以河北省三河市第

一中学的部分高一学生为样本,对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探究：(1)自我认知状况；

(2)生涯规划能力；(3)自我认知水平与

生涯规划能力的关系； 后为日后的职

业生涯规划教育提供经验。 

本研究意义如下：(1)增强教育界对

提高高中生自我认知能力的重视,新高

考主张自主选科,这就要求了高中生必

须有清晰的自我认知。(2)为高中生树立

正确的生涯规划意识,为日后发展奠定

基础。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3)为高中教育提

供经验和指导。研究结果可以为家庭、

学校的教育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形成合

力共同培养出符合新时代的人才。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研究对象。生涯规划课程的重点

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本研究则以河北

省三河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为样本进行

抽样调查。 

2.2研究方法。本研究选用了Marsh

等人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测量自我认知

水平,采用六级评分,得分越高其自我概

念越积极。 

其次,还采用了刘慧编制的《中学生

职业成熟度量表》来考察其生涯规划能

力。职业成熟度可以衡量个体在职业发

展的进程中达到了哪一水平,而且可以

很好地衡量个体职业发展水平的各个方

面,所以本研究采用“职业成熟度”来测

量高中生群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水平[6]。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高一学生的自我认知水平。(1)

高一学生自我认知的总体状况。高一学生

自我描述总体水平较低,平均得分为

338.25,很大的提升空间。(2)高中生自我

认知的差异比较。将被试的性别、居住地、

家庭经济水平、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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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分组依据,对自我描述量表的总水

平、学业自我概念(语文、数学和一般学

校情况)、非学业自我概念(体能、外貌、

与异性关系、与同性关系、与父母关系、

诚实-可依赖和情绪稳定性)、一般自我概

念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示自我描述量表

的总水平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高于男

性(t=-4.296,p<0.05),其他分组不存在

显著差异。 

3.2高一学生职业成熟度水平。 

(1)高一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总体状

况。高一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平均得分为3.2,

处于一般水平,世界知识得分较低,自我知

识水平一般；职业态度中功利性 低,独立

性和稳定性较高。(2)高一学生职业成熟度

的差异比较。将性别、城乡、独生情况、

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班干等作为分组依据,

对职业成熟度、职业知识和态度等分别进

行差异检验。结果表示高一学生职业成熟

度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t=2.43,p<0.05)；城乡差异显著,在城市

生活的学生水平更高(t=4.82,p<0.05)；父

亲文化程度高其子女得分明显较高

(t=-3.48,p<0.05)；家庭的经济水平和任

职班干对职业成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t=4.42,p<0.05；t=3.14,p<0.05)；是否

独生和母亲文化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

(t=1.93,p=0.05；t=-1.74,p=0.082)。 

3.3高一学生的自我认知水平与职

业成熟度的关系。为探究自我认知水平

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本研究对高一学

生的自我认知水平、学业自我概念、非

学业自我概念和一般自我概念与职业成

熟度、职业知识和态度分别进行相关关

系检验。结果指出高一学生的自我认知

水平与职业成熟度成显著正相关。其中

学业自我概念、一般自我概念与职业成

熟度总水平也呈显著正向相关,自我认

知总水平及其三个子维度与职业态度均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4 讨论与总结 

4.1研究结果讨论。首先,高一学生

的自我认知水平较低,多数研究已证实

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不仅与学生的心理

状态还与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7-10]。因此,提高对学生自我认知水平

的重视是十分重要的。自我认知水平的

性别差异显著,高中正值青少年的发育

高峰期,女性发育较快,对身心认知较早,

因此自我认知水平较高[11]。 

其次,高一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一

般,世界知识和自我知识储备较少,可能

是高中课业太重,学生无暇顾及学习之外

的内容,而且获取世界知识困难较大；在

职业态度上,其独立性和稳定性较强,处

于青少年叛逆阶段的学生,不易听取他人

意见,而显得更独立[6],而且他们接触外界

事物较少,对事情的改观可能性较低,导

致稳定性高；但其功利心较弱,更多考虑

了自身喜好和能力,所以学生自身而言不

仅要广泛涉猎各种知识还要树立正确的

职业态度,更全面、客观、公正的看待各

种职业,做出适合自己的职业选择。 

职业成熟度女生得分明显偏低,女生

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当下的学习上而

忽略了对其他知识的涉猎；城市、父亲较

高文化程度、较好家境都为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了解职业知识、端正择业态度,

进而促进了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发展[12,13]。 

第三,高中生的自我认知水平与职

业成熟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前人

研究结果一致[3-5]。自我认知更积极的学

生具有更积极的职业态度,而且学业概

念和一般自我概念更积极的学生对待职

业的态度也会更积极。 

4.2研究结论。高一学生的自我认知

整体水平较低,且性别差异显著；职业成

熟度水平中等,且在性别、居住地、父亲

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水平上都有明显

差异。因此,学生要积极主动地涉猎各类

知识,家长(尤其是父亲)要积极提升自

身的知识涵养；学校开展生涯规划课程

时,要考虑到各种差异,适当向认知水平

和成熟度较低的群体倾斜；在社会层面,

要进一步消除性别歧视、缩小城乡、贫

富差距,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平等的信

息平台。 

具有较高的自我认知水平的学生其

职业成熟度也较高,因此在开展生涯规

划课程时可以通过提升其自我认知水平

促进其生涯规划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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