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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心理弹性与就业压力的相关研究

温春勇"叶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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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为了了解师范生心理弹性和就业压力的关系"随机抽取
%""

名应届毕业师范生作为调查对象"使用心理弹性量表和就

业压力量表对其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师范生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师范生总体就业压力

相对较小"但在性别+生源地及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不存在差异!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和就业压力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根据

这些结果"提出了增强师范生心理弹性及应对就业压力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心理弹性!就业压力!师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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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不断变化"大学

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多种选择"如"*进编热,+

*公务员热,和*考研热,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选择

反映了我国毕业生直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就业问

题-

#W!

.

$就业压力是个体受内部和外界环境刺激"经过

认知评价后产生的对就业的一种心理压力感受-

%

.

$随

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大力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

展"政府部门及各企业不断的裁员"在一定程度上为大

学毕业生提供的岗位日益减少"导致供不应求"因此"

大学毕业生面临着越来越残酷的就业竞争"就业心理

压力也逐渐增大$已有研究指出"就业压力成为大学

生首要的压力源$

-

%

.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现状"前人

使用不同的量表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性别不同+生源地不同+社会支持程度不同以及应对方

式的差异都会对就业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WC

.

$还

有一些学者也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现状进行总结分

析"归纳整理出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相关问题"形成的原

因以及有效的解决措施-

$

.

$此外"一些学者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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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进行较多的研究-

DW##

.

"且认为过高的就业压力严

重威胁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就业选择$

就业压力虽然与当前的就业形式有很大的关

系"但与个体内在心理资源不足也有密切关系$心

理弹性是个体在面临压力事件时恢复和保持适应性

行为的能力-

#!

.

"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研究者指

出"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且有大小之分$心理弹

性得分较高的被试"在面对逆境时更易激发潜能!而

心理弹性得分较低的被试"在面对逆境时潜能不易

被激发$有研究指出"心理弹性较高的人"在遇到挫

折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且能体验到更多的

积极情绪-

#%

.

$因此"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时"心

理弹性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目前"心理弹性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

.

"但对于心理弹性的评估存在各

种差异$使用自陈问卷法评估心理弹性的研究指

出"当个体面临就业压力时"其心理弹性越高"就业

压力越低"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H

.

$

师范生作为国家教师队伍的储备力量"心理弹

性的高低对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面

对挫折时其自身的修复能力"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心

理健康水平"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

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贯彻免费师范生政策"

师范生的就业压力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

面"*进编热,是师范生就业的主要选择"但随着各高

校的扩招"师范类毕业生越来越多"各地区所提供的

教师招聘岗位越来越受限!另一方面"非师范类毕业

生也可以通过公开竞聘进入教师行业"与师范生*抢

食,$且部分师范生由于自身素质不高"缺乏*核心

竞争力,"这些因素致使师范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更

大的压力"对其心理产生严重的影响$师范生心理

的自我修复调节能力对其就业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以在校即将毕业师范生为研究对象"从心

理弹性的角度出发"使用自陈问卷法对其进行评估"

了解其心理韧性的现状同就业压力的关系"以期通

过调查为师范生就业提供合理的建议和对策$

二"研究方法

#一$对象

随机抽取三明市和福州市地区某高校的在校即

将毕业师范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

份问卷"回收

!DH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D$T

$除去遗漏项目过多

或者问卷的答案有明显的偏好后"最后实得的有效

问卷为
!D"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D$A%T

$其中"男

生
#""

人"女生
#DH

人$

#二$研究工具

#A

心理弹性量表&

#F

'

采用
_-(>P

和
Z*47,+

%

#DDF

&编制的心理弹性

量表"该量表由
%

个维度构成"即组织风格+自我效

能+社交能力$总共包含
#&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

点计分"

#

表示*根本不适用,!

!

表示*少许适用,!

%

表示*有些适用,!

&

表示*非常适用,"总得分越高"

表示心理弹性越高"当遇到压力事件时个体也更容

易恢复$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经检验总量表

的
Q(+?,>0,

系数为
"A$"%

$

!A

就业压力量表&

#F

'

采用李超于
!"#!

年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压力量

表$该量表由
C

个维度构成"即学校因素+社会因

素+家庭因素+自身条件+就业认知+就业前景+就业

地点$包含
%%

个问题"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H

点计

分"

#

分表示*没有,!

!

分表示*偏轻,!

%

份表示*中

等,!

&

分表示*偏重,!

H

分表示*严重,$总分越高"

说明就业压力越大$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经

检验总量表的
Q(+?,>0,

系数为
"AD%$

$

#三$数据分析

采用
/

K

::#CA"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师范生心理弹性的结果分析

#A

师范毕业生心理弹性的性别差异

为了检验师范生生心理弹性的性别差异"我们对

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师范

生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心理弹性得分高于

女生"说明男生的心理弹性相对好于女生$另外"在心

理弹性的三个维度上"组织风格和自我效能也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均是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由此说明男

生的组织风格和自我效能均好于女生"见表
#

$

另外"为了了解师范生心理弹性的总体情况"我

们把师范生的心理弹性的总体均分%

!A$C

&与均值
!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师范生心理弹性明显高于均值

!

%

K&

"A"H

&$

表
#

!

师范毕业生心理弹性的性别差异检验#

a j/=

$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社交能力 心理弹性

男生%

6c#""

&

!A$Hj"AHC %A"#j"AHH !A$&j"AHC !AD&j"A&D

女生%

6c#DH

&

!AHHj"AH% !AC&j"A&H !A$!j"A%F !AC"j"A%$

;

&AF#

###

&A&%

###

"A!$

&AFC

###

!!

%注#

#表示
K&

"A"H

!

##表示
K&

"A"#

!

###表示
K&

"A""#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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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师范生心理弹性的独生差异

为了检验独生子女差异是否会对心理弹性产生

影响"我们对师范生心理弹性各分量表的均分和总

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从表
!

的数据发现"心理弹

性的总分和自我效能及社交能力这两个维度上不受

独生情况的影响$但在组织风格上发现"独生子女

的组织风格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

%A

师范生心理弹性的生源地差异

为了检验生源地对师范生心理弹性的影响"我

们对师范生心理弹性各分量表的均分和总分进行独

立样本
;

检验"从表
%

的数据发现"师范生的心理弹

性及其三个维度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

!

师范生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心理弹性差异#

a j/=

$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社交能力 心理弹性

独生%

6c$%

&

!ACFj"AHH !A$Fj"A&& !A$#j"AH% !A$&j"A&!

非独生%

6c!#!

&

!AF#j"AHF !A$!j"AH! !A$%j"A&" !ACFj"A&&

;

!A#$

#

"AFF

"

"A&& #A%!

表
%

!

生源地差异对师范生心理弹性的影响#

a j/=

$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社交能力 心理弹性

城市%

6cDD

&

!AC&j"AHF !A$&j"AH! !A$Fj"A&H !A$&j"A&%

农村%

6c#DF

&

!AF#j"AHF !A$%j"A&D !A$#j"A&& !ACFj"A&&

; #A$H "A!# "ADF #AFF

#二$师范生就业压力的结果分析

#A

师范生就业压力的性别差异

为了查看不同性别师范生就业压力是否存在差

异"我们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见表
&

$结果发

现"师范生的就业压力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女生在就

业地点和社会因素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

而男生家庭因素维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女生$可见"

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就业选择方向$

此外"为了了解师范生就业压力的总体情况"我

们把师范生的就业压力得分均值%

!A$H

&与均值
%

分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师范生就业压力低于均值水平

%

K&

"A"H

&"可见"师范生的就业压力相对乐观$

表
&

!

师范生就业压力的性别差异

自身条件 就业地点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 就业认知 就业前景 就业压力

男生%

6c#""

&

!AF"j"A$%!AHCj"ADC!AH!j"AD"!AC!j"A$C%A"Hj"A$H!AD%j"AC$!ADCj"ADF!ACCj"AF%

女生%

6c#DH

&

!AC$j"AC#!AD"j"AD"!A%#j"AC!!A$Dj"ACC%A!%j"AFD%A"Fj"AFF!ADHj"ACC!A$$j"AH#

;

"

#AD&

"

!A$C

##

!A#$

#

"

#AFD

"

#AD$

#

"

#AH& "A#D

"

#AC%

!A

师范生就业压力的独生情况差异

为了查看独生是否对师范生就业压力的影响"

我们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见表
H

$结果发

现"独生子女的就业压力得分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

且独生子女在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维度上的得分明

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见"独生子女的就业选择和

压力受到更多因素的困扰$

表
H

!

独生子女对师范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影响

自身条件 就业地点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 就业认知 就业前景 就业压力

独生%

6c$%

&

!A$"j"A$"!AD%j"ADF!AF#j"A$F%A"Cj"A$H%A!#j"A$"%A"%j"ACF%A"Dj"AD$!ADFj"AF"

非独生%

6c!#!

&

!AFDj"AC%!AC%j"AD!!A!Dj"AC&!AC&j"ACC%A#Hj"AC&%A"#j"AFD!AD"j"ACC!A$"j"AH%

; #A"$ #AFH %A!!

###

%A!"

##

"AF! "A%" #ACD !A!H

#

%A

师范生就业压力的生源地差异

为了查看来自不同地区的毕业生是否会产生就

业压力的差异"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表

F

生源地差异并不造成师范生就业压力及其各个维

度上的差异$

表
F

!

生源地差异对师范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影响

自身条件 就业地点 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 就业认知 就业前景 就业压力

城市%

6cDD

&

!AFDj"A$" !ACFj"AD! !A&"j"A$# !AD&j"A$! %A!!j"ACC !ADHj"AFC %A"Cj"AD" !A$Fj"AH&

农村%

6c#DF

&

!AC&j"AC% !A$"j"AD& !A%Cj"AC$ !ACCj"A$" %A#Hj"ACH %A"Hj"AC! !A$Dj"A$" !A$&j"AHC

;

"

"AHH

"

"A!C "A%H #AF$ "ACC

"

#A#F #AC# "A%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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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范生心理弹性与就业压力的相关分析

为了查看师范生心理弹性与就业压力之间的关

系"我们对所获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心

理弹性和就业压力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但二者的

相关值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心理弹性同就业地

点和就业前景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毕业生心理

弹性受就业地点的影响相对明显$在各个具体维度

上"二者仍是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的$如"组织风格同

就业地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自我效能同就业地点

和学校因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社交能力同自身条

件+就业认知及就业压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可见"

师范生心理弹性差异对其就业压力有一定的影响$

表
C

!

师范生就业压力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

$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社交能力 心理弹性

自身条件
B"A"%$ B"A"$#

"A!"#

###

B"A#"!

就业地点
B"A#CH

##

B"A#!#

#

"A"F"

B"A#HD

##

家庭因素
"A"D# B"A"!! "A"%$ "A""$

学校因素
B"A"%H

B"A#!&

#

B"A""H B"A#"&

社会因素
B"A"HD B"A""& "A#"D B"A"!F

就业认知
B"A"D$ B"A"DH

"A##H

#

B"A"DC

就业前景
B"A""& B"A"!D "A"CH

B"A"%

#

就业压力
B"A"FH B"A"DD "A#%"

#

B"A#"C

四"讨论与分析

#一$师范生就业压力的现状分析

我们的调查发现师范生的就业压力低于均值水

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说明师范生的就业压力现

状相对较好"这种结果与前期的调查研究所发现的

结果一致-

C

"

#C

.

$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可能由于我

们所选取的师范生对象多数是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

两个专业"目前这两个专业在教师招聘考试过程中

占据一定的优势"各地区所提供的教师招聘岗位较

多"有利于师范生的就业选择$且在大城市地区存

在私立幼儿园和辅导班"这就成为师范生就业的另

一条有效路径$在性别分析上"我们发现"相比男

生"女生在就业的过程中会更多受到就业地点和社

会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所

带来的"女生情感较为丰富"具有典型的*恋家情

结,"父母会对女孩给与更多的保护和关注"因而就

业选择过程中会较多参考家庭所提供的意见$同

时"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多数用人单位期待聘用男

性"女性在就业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性别歧视!而相

比女生"男生就业过程中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这

与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特点紧密相关"在当下社

会"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使得多数父母认为

教师职业并不是男性的理想工作"因而男生在就业

选择中受到家庭的困扰较多"多数父母期待男性能

够接受挑战性的工作"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经济收入

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扬眉吐气$另外"在独生子

女的分析上"我们发现"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

在就业过程中更易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困扰"每到毕

业季"独生子女的就业成为家庭关注的焦点"被家庭

寄予厚望"其日后的生活及工作带有较大的家庭期

望"因而不能随意的选择就业岗位$多数独生子女

家庭会借用一定的社会关系寻找孩子的工作机会"

因而学校好坏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生子女就业过

程中的烦恼$最后"我们发现"师范生的就业压力与

生源地不存在差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

乡经济表现出淡化的趋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具有

较大的主观意愿"主要源于自己的竞争意识"较少考

虑到出生地$

#二$师范生心理弹性与就业压力的相关分析

调查发现"师范生的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并

不是特别的好$心理弹性的高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压力挫折时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心理弹性越高的

人"其心理的自我修复能力越强"遇到问题时越容易

调整状态并选择方式应对!在性别分析上发现"相比

女生"男生的心理弹性较好"这可能与男性的传统角

色和后天的社会成长阅历有关"男生在成长过程中"

往往被要求独立成长"要多接受挑战"在面对问题时

要勇于应对$在大学生活中"男生会更多的接受社

会实践"遇到问题时较少求助社会系统"会更多的进

行内部调整$因而"其心理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

经过一定的锻炼会有所改变"表现出心理弹性较好

的一面$

前期的多数调查发现"心理弹性与大学生的就

业压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C

"

#H

.

"即大学生的心理弹

性得分越高"其所体验到的就业压力越小$虽然我

们的调查结果没有达到统计值上的差异"但心理弹性

与就业压力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在具体的维度上表

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如"心理弹性与就业地点和就业

前景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如果师范生的心理弹性越

好"其受到就业地点的困惑就相对较小"对未来的就

业前景就有更多的期待$心理弹性作为师范生应对

就业压力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如果师范生能增强

对自我的管理"善于应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增强对自

己的期待"认识自己的价值"找准自己的定位"那么"

其在就业过程中体验到的压力就相对较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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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了解了师范生心理弹性和

就业压力的现状"并认识到心理弹性的高低对就业

压力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尤其是作为未来的教师

群体"其心理弹性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的心理健康"对

今后其职业生涯道路上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影响$因此"面对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对

师范生心理弹性的培养及就业压力的应对"提出一

定的建议#

#一$积极拓宽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在所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中"我们要侧

重培养师范生积极的心理弹性特质"如"积极的应对

方式"良好的社会沟通能力"较强的自我效能感等$

这些可以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讲解"侧重让师范生进

行实践体验"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训练$同时"可

以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知识竞赛"小组互助

成长"野外拓展训练"电影观赏等方式"进一步强化

与心理弹性相关的内容"以此来促使师范生形成良

好的沟通能力"在面对不同压力事件时能形成积极

的应对方式"形成较好的自我效能感$

#二$建立多渠道的专业知识学习机会

师范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师范生的专业学习"提

升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储备

群体"被社会大众赋予较高的期待"因此"其自身的

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在将来就业过程中具有重要性

的作用$在培养师范生群体的过程中"要提供有效

的方式让师范生了解到自身所学专业的重要性"除

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外"要为学生建立稳定的实践基

地"让师范生多进入实践基地"了解将来接触的对象

群体的特征"了解职业生涯中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

通过多种知识的学习"提升其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并

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就业过程中遇到问题能

够运用专业知识进行有效应对$

#三$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和挫折"需要有强大

的社会系统的支持$因此"在培养师范生的过程中"

要注意创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及

家庭关系"这些良好的社会系统的建立"能够给予师

范生强大的情感支持和个人支持$当师范生面对挫

折产生系列负面情绪如焦虑和抑郁时"这些社会支

持系统能够缓解这些负面情绪"提高其心理弹性水

平$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就业压力时"社会支持系统

能够给予积极的引导"避免师范生产生负面的消极

情绪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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