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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择业焦虑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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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和青年期的特殊任务使学生们

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择业焦虑的情绪。择业焦虑可以促进学生

更好地学习专业技能、规划职业生涯，却也能使学生们萎靡

不振，影响职业的选择。为此，对择业焦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

究已引起大家的重视。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择业焦虑进行理

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综述如下。
1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理论研究现状

对择业焦虑的理论研究集中在择业焦虑的概念、表现、作
用、影响因素、预防与矫正等问题上。
1.1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概念

大学生择业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对象为择业情

境；持续时间随毕业时间的临近而严重，也随择业问题的解

决而消失；焦虑程度与即将面临的择业情境对自身的影响程

度成正比。因个体的差异以及刺激或压力的不同而存在程度

上的差异；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个体通过积极活动降低或避

免这种状态，具有动机意义；与个体对自尊与能力矛盾的认知

评价有密切联系，表现在当自我认知评价确定内外刺激对其

自尊产生威胁时，若自感没有能力应付，便构成焦虑体验[1]；有

外在的行为表现及内在的生理变化，并且体验这些变化能强

化焦虑情绪。
1.2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表现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情绪体验、行为表现和生理变化。当然，这些表现都特指仅在

面临择业问题的情境下的个体表现。
情绪体验：紧张、烦躁、萎靡、忐忑、想逃避等。
行为表现：茶不思饭不想、频繁翻看就业信息、害怕去招

聘会、面试前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想到找工作就烦等。
生理变化：冒汗、呼吸急促、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脑电图

变化、心电图变化等。
1.3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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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焦虑能作为一种动机和刺激，促使大学生提高对各

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热情，以及增强工作所需的各种能

力的锻炼，使自己拥有更多竞争优势，是一种必要的、积极

的、正面的影响。
过度焦虑容易使学生产生对择业认识的偏差，带来各种

不必要的担心，会降低择业效率，更严重的还会使与择业活

动同时进行的正常学习和生活也受到负面影响。群体影响方

面，也有研究者指出，处于择业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们由于群

体人数众多、同质性和易感性强，因此择业焦虑在其中极易

蔓延，导致群体性的择业恐慌，并影响到低年级学生及学生

家长,进而会对整个社会造成种种不良后果[1]。
1.4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影响因素

众多学者趋向于把影响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因素分为两大

因素：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
1.4.1 外界因素：①从社会上看，我国人才供需矛盾日益加

大，许多用人单位对用人条件进行限制，加上劳动人事制度

改革和毕业生就业机制的漏洞和缺陷及种种社会不正之风

的蔓延，都容易让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遭遇挫折、产生压力，

导致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发生。②从学校看，一方面，教育产业

化使不少学校盲目扩招，专业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另

一方面，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不够专业，没有成套的方法、手
段和条件来迎合学生的需求。这两方面学校教育服务的弱点

使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没能得到技能、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导致择业焦虑的产生。
1.4.2 个人因素：①影响大学生择业焦虑的最主要的人格特

征是特质焦虑，指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中焦虑倾向上稳定的

个体差异，像一种动机或习得的行为倾向，具有特质焦虑特

征的个体有体验焦虑的高倾向性 [2]，自然会对其择业焦虑产

生影响。另外，情绪稳定性等人格特征也与择业焦虑有关。②
认知因素也对择业焦虑有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的自我认

识、择业态度、择业期望和职业自我效能感、择业自我效能等

方面。③择业中容易出现的不良心态如攀比心理、从众心理、
功利心理、依赖心理、嫉妒心理、恐惧心理等也都会对择业焦

虑产生影响。④另外，每个毕业生的个人条件都不同，包括家

庭背景、教育背景、人际关系、各种能力（包括职业技能、适应

社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这些都将在择业竞争中显长露

短，或多或少地影响毕业生择业焦虑水平。
1.5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预防与矫正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预防与矫正是就业心理辅导的重点，

大多学者认为要预防和矫治择业焦虑应该从学校、家庭和学

生 3 个方面入手。
1.5.1 学校方面：学校要尽量在最大程度上培养出符合行业

要求的、做好就业准备的大学毕业生；全面开展、大力加强生

涯辅导，引导学生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职业

理想；有针对性地开展求职心理辅导。
除了针对较严重的个体进行个别心理辅导以外，还可以

进行同质群体的团体辅导。在辅导过程中授予各种调节焦虑

情绪的方法，通过归因方式的训练、提高自我效能感的训练

和调整择业期望值的训练等从根源上缓解学生的焦虑状况。
1.5.2 家庭方面：一方面，家庭成员应持科学的价值观，对各

行业应有较为准确地认识，避免以偏概全，误导自己的孩子。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应对大学生择业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当

大学生产生择业焦虑时，应适当地进行开导，而不是一味地指

责和添加压力。
1.5.3 学生方面：学生可以先参考家长、老师、同学的意见，也

可以通过某些心理测验进行自测，还可以找专业心理辅导机

构咨询来系统地认识自己。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对职业和岗

位信息进行充分的了解。在完成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岗位的认

识之后，对择业目标进行筛选，尽量从个人兴趣、能力以及岗

位要求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最后根据岗位要求进行适

当的社会实践和面试训练，提高自己的择业自我效能。
2 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实证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实证研究，可以从自编测量

工具、现状研究、相关因素研究和实验研究 4 个方面进行归

纳。
2.1 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测量工具的研究：肖凌燕和邹泓[2]

自编大学生特质焦虑问卷，提取 5 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学习

焦虑、就业焦虑、人际焦虑、健康焦虑和惧怕否定评价焦虑。
其中就业焦虑维度的含义为：经常性地对就业期望、就业能

力、就业风险和就业竞争的焦虑[3]。
张玉柱和陈中永[4]编制了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经探

索性因素分析得出构成问卷的四个因素：就业竞争压力、缺乏

就业支持、缺乏自信和担忧就业前景。肖盈等于 2007 年编制

了大学生择业焦虑问卷，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 4 个因素

为：缺乏自信、对求职过程的担忧、对工作条件的担忧和对工

作任务的担忧[5]。
上述问卷都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并未发现其他自

编择业焦虑问卷。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可把择业焦虑当成一般

性焦虑进行测量和研究，因此也常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对大学

生择业焦虑状况进行调查。
2.2 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现状的研究：基于测量工具的不同，

本研究将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现状的研究分为两类：①用自

编问卷对大学生进行焦虑状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如张玉柱

和陈中永[4]用自编的大学生择业焦虑问卷进行调查，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的择业焦虑主要包括就业竞

争压力、缺乏就业支持、缺乏自信和对就业前景的担忧 4 个方

面。②用 SAS 等工具对大学生进行焦虑状况的调查。如王红

瑞[6]用 SAS 所作的调查发现大四学生的焦虑状况显著高于其

他年级；闫珉和马恩祥[7]采用 SCL-90 进行调查发现毕业班学

生的焦虑因子均分显著偏高 [7]；王浩等[8]用 STAI 进行的调查

分析表明：择业时期毕业生的状态焦虑在择业前、择业中与择

业后呈波动性变化，择业前状态焦虑较为严重。
2.3 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关于大学生

焦虑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也集中在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两大

方面，如张弛和刘骊[9]的调查显示择业期间大学生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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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身条件、个人理想、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家庭期望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王红瑞[6]在个别访谈中发现引起择业前抑郁、
焦虑情绪的因素主要是市场就业形势、自我认知评价能力、
恋爱困扰和家庭背景。张玉柱等[10]的调查显示性别、学历、父
母职业、择业态度和择业期望是影响毕业生焦虑的主要因

素。陈金英[11]发现台湾毕业生产生焦虑的四个因素为：个人一

般能力、就业不适应信念、大学专业养成及就业环境。
2.4 关于大学生择业焦虑的实验研究：张玉柱和陈中永[12]设

计实验考察心理教育对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干预效果，结

果表明：所设计的小组心理辅导与行为治疗相结合的心理教

育方案是帮助毕业生克服择业焦虑的有效方法。
3 大学生择业焦虑研究的现状分析

纵观近年来对择业焦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

前国内择业焦虑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
大多数理论研究停留在对择业焦虑的描述阶段：包括择

业焦虑的含义、表现、影响因素等。从研究工具看，目前为止

仅有少数学者在编制专门的择业焦虑问卷。从差异性研究上

看，大多学者进行的是性别、年级间的差异，但仍有不相符的

结果存在，所以性别、年级等变量对择业焦虑的影响仍待探

讨。从影响因素的研究来看，大多仍停留在外部因素对其的

影响研究上，考察的因素也都较零散、单一，很少考虑到多个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对择业焦虑进行干预的实证研究

很少，可参考的文献较少等问题。
4 大学生择业焦虑研究的趋势预测

随着大学生择业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开

展，笔者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大学生择业焦虑研究。将更重视

与心理学相关理论的结合。对择业焦虑的结构将进行更深入

的讨论。对择业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也会有更多角

度、更多方法的探讨，所运用的统计方法也将升级。将有更多

学者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体等多方面的干预效果进行研究，

探讨具体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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