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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大学生专业认同对就业力的影响：
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陈中伟  马冬珂  田明冉  陈  颖  李  波  谭小宏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目的：探究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就业力量表、专业认同量表、学习

投入量表，对340名民族院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就业力、专业认同、学习投入之间呈两两正相关

（p<0.01），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可以正向预测就业力，学习投入在专业认同对就业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为0.14。结论：专业认同可以直接或通过学习投入间接影响就业力，民族院校大学生可以通

过提升专业认同、提高学习投入来提高就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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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一直是高校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攀升，大学生就业问题日渐凸

显。据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 2023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58 万人，毕业生人数同比增长 82 万，再

创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但在

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的同时，市场需求却没有同步上升，供需的不平衡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毕业

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同时雇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是由于雇主在选择员工时，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关

注专业技能，更注重其通用能力；不仅考察职业初期的就业能力，也会评估其未来发展的潜力。这正是

就业力的内涵所在。

就业力（Employability）这一概念最开始是由贝弗里奇（Beveridge）在 1909 年提出［1］，加拿大学

者哈维（Harvey）从雇佣者的角度对就业力的概念进行了具体化，认为就业力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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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雇用者必备的基本技能和其他突出技能的总和［2］。罗斯韦尔（Rothwell）认为对于本科生来说，就

业力是“获得与个人资格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就业的感知能力”。他还通过文献分析构建了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结构模型，该模型包含四个维度：所在学校、专业领域、外部劳动力市场和自我信念［3］。郑晓

明是我国最早研究就业力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就业力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

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4］。彭树宏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了社会实践活动和工作实习能够显著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力［5］。在就业力的提升策略

研究上，张勇（2013）指出高校应该结合市场的需求培养适应社会的人才，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力，同时

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生涯方面的教育［6］。李光红（2016）提出政府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联合高校为

学生拓宽就业渠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提升高校学生就业力［7］。

就业力水平是决定大学生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国内对于大学生就业力的研究多集中

于发达地区普通高校本科生或毕业生就业力的模型研究、提升策略上，对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的相关

研究较少。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担负着培养少数民

族人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和科教文卫等事业的重任。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民

族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培养教育研究增添一个新的角度，

完善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模式，促进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本研究拟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西南地区民族高校在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民族院

校大学生就业力，使民族高校掌握大学生就业能力水平，为全面培养和有效提升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能

力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共发放 367 份问卷，有效问卷 340 份，有效

率为 92.6%。其中男生 113 人（33.2%），女生 227 人（66.8%）；汉族 142 人（41.8%），少数民族 198

人（58.2%）。

2.2  研究工具

2.2.1  就业力量表

由罗斯韦尔（Rothwell，2008）编制，涂颖琴等人（2012）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验证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并对信度进行了检验［3，8］（α =0.84），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所在学校、专业领域、外部

劳动力市场和自我信念。该量表共 16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本研究中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2.2.2  大学生专业认同量表

由秦攀博（2009）编制，该问卷包括适切性、认知性、行为性、情感性四个维度，共有 23 个题目，

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问卷分数越高表示专业认同程度越高［9］。

本研究中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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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UWES-S）

由萧费利等人（Schaufeli et al.，2002）编制，李西营等人（2010）修订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该

量表共 17 个题目，包括活力（Vigor）、奉献（Dedication）和专注（Absorption）三个维度。采用 7 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示学习投入水平越高［10-12］。本研究中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

2.2.4  一般人口学变量

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民族、专业、年级、生源地等。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5.0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的输入与统计分析。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等统计检验方法和海

耶斯（Hayes）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及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在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后构建专业认同—学

习投入—就业力的中介模型，探究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如何影响就业力。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13］。因此在数据收集完成后，进

一步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未旋转情况下共有 11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

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2.59%，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3.2  民族院校大学生各变量描述统计差异分析和相关分析

为了解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就业力三个变量的总体状况及人口学方面的差异，本研究采用描述性

统计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性别”“民族”及“年级”等变量不同维度上的差异。

就性别而言，男生的就业力（3.27±0.50）显著高于女生（3.12±0.53），在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

上没有显著差异。少数民族的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就业力都显著低于汉族。艺体类大学生的专业认同

（3.77±0.53）显著高于理工类（3.41±0.57）和文史类（3.36±0.62）。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学习

投入（4.54±0.83）显著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4.33±0.84）的大学生。不同年级、生源地、家庭人均

月收入的大学生在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就业力三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 1  民族院校大学生各变量描述统计差异分析

Table 1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nalysis of variable descri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nationalities

人口学变量 n 专业认同 学习投入 就业力

性别
男（n=113） 3.40±0.63 4.52±0.88 3.27±0.50
女（n=227） 3.41±0.58 4.43±0.86 3.12±0.53

t -0.15 0.99 2.39*

民族
汉族（n=142） 3.49±0.65 4.59±0.91 3.25±0.55

少数民族（n=198） 3.35±0.55 4.36±0.78 3.12±0.49
t 2.12* 2.39*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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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变量 n 专业认同 学习投入 就业力

年级

大一（n=43） 3.42±0.62 4.52±0.79 3.32±0.51
大二（n=85） 3.37±0.68 4.48±0.90 3.19±0.55

大三（n=118） 3.40±0.52 4.37±0.80 3.10±0.48
大四（n=94） 3.45±0.60 4.52±0.87 3.18±0.55

F 0.24 0.73 2.02

专业

理工类（n=159） 3.41±0.57 4.44±0.80 3.18±0.53
文史类（n=158） 3.36±0.62 4.46±0.87 3.14±0.52
艺体类（n=23） 3.77±0.53 4.60±0.99 3.31±0.49

F 4.91** 0.37 1.10

生源地
城市（n=135） 3.45±0.64 4.47±0.82 3.18±0.58
乡镇（n=205） 3.38±0.57 4.45±0.86 3.16±0.48

t 1.02 0.26 0.29

家庭人均月收入

1000 元以下（n=15） 3.3±0.50 4.10±0.74 3.04±0.63
1001 ～ 2000 元（n=89） 3.51±0.60 4.53±0.83 3.17±0.48
2001 ～ 3000 元（n=81） 3.36±0.55 4.41±0.85 3.15±0.54

3000 元以上（n=155） 3.19±0.62 4.48±0.85 3.20±0.54
F 1.34 1.22 0.50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
是（n=201） 3.40±0.60 4.54±0.83 3.20±0.51
否（n=139） 3.42±0.59 4.33±0.84 3.13±0.55

t -0.37 2.20* 1.29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对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就业力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表明民族院校大学生专业认

同（3.41±0.60）、就业力（3.17±0.52）略高于理论中值，学习投入（4.46±0.84）明显高于理论中值。

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就业力三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且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可以进

一步验证学习投入在专业认同对就业力影响的中介作用。

表 2  民族院校大学生各变量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ous variabl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r nationalities

就业力 专业认同 学习投入 M±SD
就业力 1 3.17±0.52

专业认同 0.57** 1 3.41±0.60
学习投入 0.51** 0.66** 1 4.46±0.84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民族院校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习投入与就业力的模型验证分析

采用 SPSS 中 Process v4.1 的 Model4（简单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别、民族、专业等人口学变量

的情况下，对学习投入在专业认同与就业力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 3 所示。专业认同对就业力

的预测作用显著（B=0.57，t=12.90，p<0.001），且在放入中介变量后，专业认同对就业力预测作用依

然显著（B=0.43，t=7.39，p<0.001）。专业认同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0.66，t=16.07，

p<0.001），学习投入对就业力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B=0.22，t=3.78，p<0.00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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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习投入在专业认同和就业力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Learning engagement tests the mediating model of specialty identity and employability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 B t

就业力 0.59 0.34 43.96
性别 -0.13 -2.95**

民族 0.00 -0.04
专业 -0.02 -0.49

专业认同 0.57 12.90***

学习投入 0.67 0.44 66.58
性别 -0.06 -1.37
民族 -0.04 -1.06
专业 0.00 -0.07

专业认同 0.66 16.07***

就业力 0.61 0.37 39.42
性别 -0.12 -2.71**

民族 0.01 0.18
专业 -0.02 -0.48

专业认同 0.43 7.39***

学习投入 0.22 3.78***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

此外，专业认同对就业力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 的上、下

限均不包含 0，如表 4 所示，说明专业认同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就业力，而且可以通过学习投入的中

介作用影响就业力。该直接效应（0.37）和中介效应（0.14）分别占总效应（0.51）的 72.55％、

27.45％。

表 4  学习投入在专业认同和就业力关系中的效应分解表

Table 4 The effect of learning engag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ty identity and 

employability

效应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37 0.05 0.28 0.48 72.55
间接效应 0.14 0.04 0.06 0.23 27.45

总效应 0.51 0.04 0.43 0.58 100

注：Boot SE：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BootLLCI：95%CI 的下限；

BootULCI：95%CI 的上限。

4  讨论

本研究中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3.17±0.52）、专业认同（3.41±0.60）、学习投入（4.46±0.84）

均高于理论中值，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这三个变量上的均分显著低于汉族，但依然高于理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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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忠贤的研究结论类似［14］。在就业力的差异分析上，男生就业力显著高于女生的就业力，生源地是

城镇的均分高于生源地是乡镇的大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就业力均分越高，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均分

高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但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温蓉的研究结果不同［15］。除此之外，低年级（大一、

大二）大学生的就业力水平高于高年级（大三、大四）大学生，可能是低年级学生对本地就业市场还不

了解，自我评价偏高。民族院校艺体类大学生就业力、专业认同、学习投入均高于文史类和理工类的大

学生，可能是民族院校艺体类专业独具特色（如少数民族舞蹈），就业前景较好，且学生专业认同度高，

也更愿意积极投入到专业学习中。

本研究还发现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专业认同、学习投入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专业认同对就业力有显著的预测力，即专业认同度越高则就业力水平越高，且专业认同可通过学习投

入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就业力。就业力作为基本技能、沟通技能等各项技能的总和与各项积极心理特

质（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就业自信心等）的集合，能够赋予大学生“获得与个人资格水平相适应的

可持续就业的感知能力”。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在了解所学习的学科的基础上，产生的情感上的接受和

认可，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知的移入过程，可以激发对所学专业积极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适切感。

当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专业认同时，在就业情境下个体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应对就业压力，并采取以成功

就业为目标的应对方式，实现就业。学习投入作为学生学习心理积极面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反映学生

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激发乐观、抗压、意义感和创造力、主观幸福感等积极品质。较高水平

的学习投入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带来成绩的变化，也能预测学业成就的变化，将影响专业技能的获得。

高学习投入的个体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技能和心理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带来的焦虑，

提高就业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院校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对就业力的重要影响。想要提升民族院校

大学生就业力，除了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发展教育、规划与职场相关的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外，还可以

从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入手。做好校园文化建设，尊重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促进学生们

内化学校的校训、精神和价值观等，增加其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研究表明，学校认同感对学习自

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均可产生正向预测作用［16］，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还要积极探

索学科专业教育和教学模式，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接受和认可，提高专业认同水平。

通过提高专业认同和学习投入来促进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的建设。

本研究验证了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力、专业认同、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大，且男女比例不平衡，可能由于地区差异导致人口学变量差异，导致结果与部

分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罗斯韦尔（Rothwell）的就业力问卷经过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验证并对信度进

行了检验，但仍有部分题项可能会在中文背景下引发歧义，如果能使用中国文化背景下编制的就业

力问卷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民族院校大学生专业认同对其就业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习投入在大学生专业认

同对就业力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民族院校大学生可以通过提升专业认同、提高学习投入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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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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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pecialty Identity on Employability of Minzu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Chen Zhongwei Ma Dongke Tian Mingran Chen Ying Li Bo Tan Xiaoho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nationalities. Methods: 340 national Minzu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employment force 
scale, specialty identity scale and learning involvement scale. Results: Employabil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were poughtly correlated (p<0.01). Specialty identit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employability. Learning engagement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specialty 
identity and employabili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14. Conclusion: Specialty identity can influence 
employabili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learning engagement. Students in Minzu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improve their employability by improving specialty identit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Key words: Employability; College students for nationalities; An intermedi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