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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elf-efficacy on poli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olice College students. 3,28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an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police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ir correlation and influence. Results: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police college stud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all factors (r=0.346).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olice college students with variable self-efficacy (p<0.05). Conclusion: Enhancing the 

self-efficacy of Police College students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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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调查公安院校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的影响。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公安院校 3280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自我

效能感量表和警察职业认同量表进行调查，分析其相关性及其影响。结果：公

安院校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总分及各因子正相关（r=0.346），

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认同存在差异（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增强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提升其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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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 提出，它是社会认知理论

中的核心概念［1］［2］。有关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我国学者在临床心理学、人

格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中都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特别是学者王才康

对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面对环

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性的行为的知觉或信念”［3］。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

好各种事情的人，在生活中则会更积极、更主动，这种“能做什么”的认知反

映了一种个体对环境的控制感，而这种适应环境、应对压力的能力对于公安院

校大学生而言，则是最基本的能力要求，所以调查公安院校大学生的一般自我

效能感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多见于教师［4］、医护人员［5］

和大学生群体［6］。有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业的相关研究［7］［8］［9］，涉及学习

成绩、学习拖延和成就动机等方面；二是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如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10］、焦虑情绪［11］、人格特质［12］、人

际信任［13］、主观幸福感［14］等方面的研究；三是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

相关的研究，如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抱负［15］、职业延迟满足［16］、职

业认同［17］等方面的研究。有关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的研究，帕丽达·买

买提等人对新疆地区护生职业认同与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

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新疆地区护生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水平较高；其中性别、

高考志愿、学历、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是护生职业认同的

影响因素［18］；另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且自我效能影响护生的

职业认同［19］。综上，在以往研究中，有关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的研究，

多见于综合院校大学生，未见公安院校大学生的报道。

公安院校大学生相比其他综合大学的学生而言有其特殊性，警务化、封闭

式管理，严格的体能、警务技能训练以及较高的心理素质，其能否适应这种警

务化管理模式以及能否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加训练等都会影响

到其将来从事的职业，因此关注该群体，调查其一般自我效能感，并根据研究

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认同教育，激发公安院校预备警官的自我效能感，为

输出合格的人民警察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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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某公学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33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280 份，有效率为 99.39%。其中男生 2790 人（85.06%）、女生

490 人（14.94%）； 理 科 生 2269 人（69.18%）、 文 科 生 1011 人（30.82%）；

大专 478 人（14.57%）、本科 2802 人（85.43%）；独生子女 1295 人（39.48%）、

非独生子女 1985 人（60.52%）；单亲家庭 423 人（12.90%），双亲家庭 2857

人（87.10%）；团员 2883 人（87.90%），非团员 397（22.10%）人；是否自愿

报考公安院校的为 2919 人（88.99%），非自愿报考的为 361 人（11.01%）。

1.2  调查问卷

1.2.1  编制公安院校大学生基本信息调查表  

该调查表主要涉及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级、专业、高考生源、就读层次、

户籍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团员、是否自愿报考公安院校等内容。

1.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3］

该量表由心理学教授Ｒ alf 和Ｍ atthia 编制，由国内学者王才康翻译修订而成，

量表 Cronbach’s 系数为 0.87，重测信度为 0.88，折半信度为 0.81。量表采用４级

计分法，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依次计 1 ～ 4 分，共设 10 个条目，总

分为 10 ～ 40 分。自我效能感水平分为４个等级：很高（>30 分）、高（21 ～ 30 分）、

一般（11 ～ 20 分）、很低（≤ 10 分）。

1.2.3  警察职业认同问卷［20］

该问卷由王金风编制，问卷共有 27 道题目，其中 1—10 题主要考察公安院

校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认同、11—17 题主要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职业情感认同，

18—27 题，主要考察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职业环境认同。该问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其信度为 0.886；各因素与项目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 0.618 ～ 0.895 之间。

问卷采用 Liket 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况”到“完全符合自己的

情况”，分别计 1—5 分；其中六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说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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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同感越强。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由专业的心理学工作人员组织，统一指导语，

在同一情境下，由学生统一作答，时间约为 40 分钟，结束后统一收回问卷。 

1.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

公安院校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范围是 10 ～ 40 分，总评分为

（26.49±5.72）分。其中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 >30 分的为 997 人，占总人数的

30.40%；得分在 21 ～ 30 分的为 1831 人，占总人数的 55.80%；得分 11 ～ 20 分

的为 442 人，占总人数的 13.50%；得分 <10 分的为 10 人，占总人数的 0.30%，

以上数据说明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 85%

以上的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都处于较高水平。

2.2  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认同状况

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认同总分得分范围在 4.30 ～ 15.00，职业认同总分为

（11.55±1.64）分，说明其职业认同水平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职业价值

认同因子得分为 3.88±0.59；职业情感认同因子得分为 4.25±0.70；职业环境认

同得分为 3.41±0.70。三个因子中，职业情感认同得分最高，职业环境认同得分

最低，说明公安院校大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喜爱警察这个职业，但对该职业

的内部、外部环境认同度相对较低。

2.3  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相关性研究  

将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总分及职业价值认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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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职业环境认同三因子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大学生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总分及各因子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结果见表 1。

表 1  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的相关分析（r值）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r value)

项目 职业价值认同 职业情感认同 职业环境认同 职业认同总分
自我效能感总分 0.359*** 0.326*** 0.181*** 0.346***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4  不同自我效能感的公安院校大学生职业认同差异分析

有学者认为自我效能感不同的人，其感觉、思维、行动会有所不同。较高

的自我效能感能提高人们的动机水平。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愿意接受更高的挑

战，会设定较高的目标，同时也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久，

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能较好的应对。反之，较低的自我效能感会降低人们的

动机水平［9］。为深入了解公安院校大学生不同的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认同的影响，

将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总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分别取出前 27% 和后 27% 并列为

高自我效能感组和低自我效能感组，然后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见表 2。

从表 2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高分组和低分

组在职业认同总分和其他三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有差异（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表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高低分组在职业认同上的对比研究

Table 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grouping in occupational identity

自我效能感高分组 自我效能感低分组 t 值
职业价值认同 4.14±0.49 3.62±0.67 18.256***

职业情感认同 4.52±0.57 3.96±0.83 16.218***

职业环境认同 3.61±0.72 3.23±0.64 11.742***

职业认同总分 12.27±1.42 10.82±1.77 1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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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水平较高，

说明公安院校在校大学生有较强的自信心和行动力，学习动机强烈，且有较高

的目标和理想，希望为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本研究中，公安院校大学生作为特殊的一个学生群体，其一般自我效能

感与职业认同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性，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影响其

职业认同，同时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公安院校大学生的职业认同度就越高，

反之，一般自我效能感越低，其职业认同度也越低。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可提高个体的动机水平，即自我效能感可

以提升个体的自信心，增强其行动力［21］。因而，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他

们在面对困境时，往往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采用一些积极的方式去应对。

从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公安院校大学生能积极应对困难，乐观接受这种封

闭式、警务化管理和高强度的训练模式，并将其转化成一种内在的动力，从中

体会到未来警察职业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反之，低自我效能感的公安院校

大学生，在面对困难时，总是会采用一些消极的逃避方式，且不能正视目前的

困境，总会想到未来职业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同时还会产生一些畏难、退缩、

怯懦的负面情绪，并影响到其认知、意志和行为，进一步影响到对警察职业的

认同度。

公安院校大学生将来要从事一些高压力、高风险、高对抗、高应激的工作，

在工作中常常会接触到各种应激源，相比其他职业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和离

职现象，如果不提高在校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不仅会影响其个人将来的发

展，更会影响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和稳定性，所以应积极提高公安院校在校大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加强其对警察职业认同的教育。建议公安院校在思政课

的教学中融入警察职业荣誉感、使命感的教育，在训练中可通过意志力训练、

野外生存、极限挑战等训练，提高在校大学生战胜困难、应对危机的能力，

同时还可充分发挥公安系统英模和先进个人榜样的力量，以提高在校大学生

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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