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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探究

李　姗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　北京　100000）

1. 引言

职业价值观也称为择业观，是价值观在职业选

择上的体现。它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和态度，

或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

当前，职业教育质量提升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培养出

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影响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是培养大国工匠中十分

关键的一环。关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多以本

科生或特定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了解其职业价值

观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少部分研究以高职生为研

究对象，往往从某一所学校或某一城市进行抽样，

尚缺少大范围的调查。近几年，高等职业教育的生

源主要是 2000 年 1月 1日后出生的，也被称为“00

后”，具有鲜明的新生代特征。因而，本研究抽取多

所高职院校，涵盖多个地区，以“00后”高职生为

研究对象，分析其职业价值观特点，并提出针对性

的培育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社会管理职

业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江苏工业职业学院和苏州

工业职业学院 7所高职院校（排名不分先后），覆盖

华北、华东和华南三大区域；涵盖装备制造、电子

与信息、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文化艺术、教育与

体育和公共管理与服务 7大类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

业。因疫情原因，采用电子问卷，由班主任或辅导

员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遵循自愿参与原则。在

有效期内共回收 574 份问卷，剔除出生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前或规律性作答的，最终有效问卷 533 份，

有效率为 92.86%。其中，男生 204 人，女生 329 人；

大一学生 247 人，大二学生 206 人，大三学生 8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统计学变量调查

本研究中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为个体因素、家

庭背景因素和学校背景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级、

专业、学生干部经历、校外兼职经历、家庭居住地、

家庭月收入、父母亲职业等。

2.2.2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

采用凌文辁等编制的我国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

表。该量表共 22个条目，包含声望地位、保健和自

我发展三维度。采用五级计分，从很不重要到很重要，

分别附值１-５分。总均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在职

业选择时越重视该维度或该条目。经检验，该量表

α系数为 0.92，各维度信度系数均大于 0.80，说明

该量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2.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4.0 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差异显著性

检验，方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现状

“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均分为 3.97，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表明其在职业选择上有较高标准。

声望地位均分（3.54）低于保健（4.28）和自我发

【摘　要】职业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体现。近年来，职业院校生源主要是“00 后”，他们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采用凌文辁等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对“00 后”高职生进行调查，发现其职
业价值观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具有注重自我发展，更注重保健的特点；在年级、岗位实习经历、父母亲职业、
专业大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建议家庭、学校和企业形成合力，注重专业风气建设，调整“00 后”高职
生价值取向，树立“成才”的职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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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均分（4.26），说明“00后”高职生不看重外在虚名，

更看重个人发展和职业安稳。计算条目均分并排序，

发现前五项分别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职业稳定，

有劳保、医疗和退休金，能进一步提供受教育的机

会，晋升机会多和收入高，表明他们最看重职业发

展公平公正，比较看重职业稳定和有相应的保险医

疗。排后五位的分别是有出国机会，容易成名成家，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工作单位知名度高和工作单位

规模大，该五项条目均属于声望地位因素，体现出

他们不看重虚名，比较务实。

3.2 个体因素方面的差异检验

个体因素包含性别、年级、专升本打算、报考

本专业的原因、学生干部经历、校外兼职经历和岗

位实习经历等。不同年级的“00 后”高职生在职

业价值观及各维度差异显著（F总 =5.99**，F声望

=4.24*，F保健 =7.86**，F发展 =4.67**），事后比

较发现大一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和自我发展均分显著

低于大二的，大一学生保健均分显著低于大二和大

三的；因“声望地位”三个年级样本的方差不符合

方差同质性假定，故采用 SPSS24.0 提供的四种方差

异质的事后比较方法，发现大一学生得分显著低于

大二的。具有不同岗位实习经历的高职生在声望地

位上差异显著（F=3.74*），事后比较发现，在校内

生产实习的学生显著高于在企业进行岗位实习和没

有岗位实习经历的两组。职业价值观在其它的个体

因素方面差异均不显著，但从平均数高低来看，男

生声望地位得分的平均数（3.58）高于女生的（3.51），

却在保健和自我发展上低于女生的，说明男生还是

比女生更看重职业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因“自己喜欢”

而选择本专业的高职生，其自我发展得分的平均数

（4.31）最高，说明相对而言喜欢本专业的学生更看

重个人发展。

3.3 家庭背景因素方面的差异检验

家庭背景因素包括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

地、家庭月收入、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和父母亲职业。

不同家庭月收入水平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F=2.58*）

和部分维度差异显著，但样本方差不同质。通过方

差异质的事后比较，没有发现任两组间差异显著。

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

观（F=2.55*）和部分维度差异显著，事后比较显

示：母亲未接受教育的其职业价值观显著高于母亲

受教育程度为本科、高中或中职的三个组，保健显

著高于高中和小学两个组，自我发展显著高于其他

五个组。父亲职业不同的“00后”高职生职业价值

观（F=2.79*）和部分维度差异显著，事后比较显示：

在职业价值观方面，父亲为公务员的显著低于除工

人外的其他五个组，父亲为工人的显著低于专业技

术人员组，父亲为农民的显著高于个体户、工人和

公务员三组；在声望地位方面，父亲为农民的显著

高于公务员、个体户和工人的三组。而母亲职业不

同的高职生仅在声望地位上差异显著（F=2.48*），

母亲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显著低于工人和农民

的两组，母亲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显著低于个体户、

工人、农民和其他类四组。

3.4 学校背景因素方面的差异检验

学校背景因素包括地域、高招方式、专业大类

和专业满意度。不同学校所在地域的“00后”高职

生在保健上差异显著（F=5.44**），事后比较发现，

华北地区的得分显著高于华南和华东地区的。不同

专业满意度的“00 后”高职生在自我发展上显著

差异（F=2.43*），事后比较发现，对专业很满意的

显著高于对专业一般满意的。不同专业大类的“00

后”高职生在职业价值观及各维度上差异显著（F

总 =3.16**，F声望 =2.24*，F保健 =4.32***，F发

展 =3.11**），事后比较发现：在职业价值观上，教

育与体育类的显著高于电子与信息、文化艺术和医

药卫生三大类的，装备制造和财经商贸两专业大类

的显著高于文化艺术类的；在保健维度上，装备制

造和教育与体育两专业大类的均显著高于电子与信

息、文化艺术和医药卫生三大类的；在自我发展维度

上，教育与体育类的显著高于电子与信息、文化艺

术、医药卫生和公共管理与服务四专业大类的，电

子与信息类的显著低于财经商贸类的。因“声望地位”

七大类专业样本的方差不同质，故采用方差异质的

事后比较发现财经商贸类的显著高于文化艺术类的，

而其他任何两组的差异结果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4. 分析与讨论

4.1“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特点

本研究中“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与鲁媛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

代高职生对职业有较高标准，不仅仅是找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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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对条目均分排序以及对各维度平均数进行

比较，均发现他们不看重外在虚名，更看重保健和

自我发展因素，这与陈玉琛和鲁媛等多位学者的研

究结论一致；考虑保健维度均分比自我发展维度均

分高，且排前五的条目中有 3个条目属于保健维度，

所以总得来说“00后”高职生重发展的同时，更看

重保健，与陈剑梅的结论一致。这可能与我国当前

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环境相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

和产业升级中，毕业生规模近年来又不断扩大，再

加上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00 后”高职生

也希望获得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缴纳保险和退休

金，以降低发展焦虑。另外，本研究中“00 后”高

职生最看重的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符合“00 后”

竞争意识强烈，心理抗压能力表现相对弱化的心理

行为特点，体现了“00后”高职生在职业价值观上

的新生代特征。

4.2“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二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级各维度均

显著高于大一，平均值图显示出倒“V”趋势，大二

是职业价值观的顶峰，大三有所回落，说明大二是

职业价值观发展的关键期。这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大一比较迷茫，大二对专业和自我发展有了一

定认识，但比较理想化，而大三有较长的岗位实习，

且面临着就业压力。在企业岗位实习的高职生声望

地位得分显著低于在校内生产实习的，可能企业实

习更加接近真实职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职业认知，

对职业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更大。对专业很满意的学生

比对专业一般满意的更看重自我发展，且达到显著

水平。对专业大类的方差分析看出，体育与教育类

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和三维度均分都是最高的，说

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具有高诉求；而装备制造类的

保健维度均分最高，说明该专业大类的学生更保守。

5. “00 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培育建议

“00 后”高职生不看重职业的外在虚名，更看

重保健和自我发展，同时也有一定的新生代特征。

他们正处在职业价值观形成的探索阶段，思维和选

择方式尚未定型，可塑性较强。家庭、学校和企业

应合作育人，从以下三方面引导其树立长远的、科

学的职业价值观。

第一，抓住教育关键期，提高职业探索意识。

职业价值观的发展随年级呈现出小倒“V”趋势，说

明大二学年是职业价值观发展最敏感、速度最快的

时期。在职业价值观的培育上，应抓住关键期，提

高学生的职业探索意识，避免出现高诉求、低认知

的现象；改善职业期待过高，脱离实际的特征。

第二，注重专业风气建设，重视岗位实习。企

业和学校应共同营造积极优良的专业风气。职业价

值观的形成跟专业氛围、行业环境密不可分。学校

应营造积极上进的专业风气，提高学生专业满意度；

企业树立公平公正行业风气，增强职业荣誉感。岗

位实习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发展学生的职业

认知，职业目标具有较大优势，尤其是在企业进行

岗位实习，对职业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更大。

第三，调整价值取向，树立长远意识 。“00后”

高职生在职业价值观中体现出来更重保健的趋势，

且“收入高”也是其重要考虑的因素。然而，职业

发展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只看眼前利益。通过优秀

毕业生、劳模、高技术技能人才进行榜样示范，鼓

励他们在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

值，引导其树立长远意识，建立“成才”的职业发

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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