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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调查高校毕业生求职行为的特点棳探讨社会支持对其求职行为的影响暎方法暋采用问卷法

对棾棽棸名高校应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暎结果暋毕业生的求职行为处于中等水平之上棬总均分为棾棶棿椃棭椈学生所在

院校暍性别及有无打工经历影响其在求职行为上的差异性棬 椉棸棶棸椀棳 椉棸灡棸棸棻棭椈除自主求职和关系求职外棳社

会支持各维度与求职行为各维度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棬 椉棸棶棸椀棳椉棸灡棸棸棻棭椈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椇主观支持和

社会支持总分对求职强度暍短期灢长期求职和求职总分有预测作用棬毬在棸棶棻椃暙棸棶棽棽之间棭棳预测量为棾棩暙棻棾棩暎

结论暋社会支持系统棳特别是学生感受到的主观支持更有利于学生的求职行为暎

关键词暋求职行为椈社会支持椈高校毕业生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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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近 年 来 棳如 何 提 升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率 棳成 为

社 会 暍学 校 暍家 长 和 学 生 都 非 常 关 注 的 话 题 暎 以 往

研 究 表 明 棳求 职 行 为 是 就 业 成 功 的 重 要 预 测 变 量 暎

斔斸旑旀斿旘 在 其 理 论 中 棳将 求 职 行 为 的 预 测 变 量 为 椂

类 椲棻椵棳其 中 社 会 支 持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变 量 暎 本 文

选 择 医 学 生 和 职 业 院 校 学 生 为 被 试 棳从 社 会 支 持 变

量 着 手 棳开 展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求 职 行 为 研 究 棳探 讨 他

们 在 求 职 中 的 态 度 及 行 为 棳寻 找 改 善 毕 业 生 求 职 行

为 的 突 破 口 棳希 望 能 对 高 校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有 一 些 现

实 指 导 作 用 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对象

选 取 济 宁 市 棽 所 高 校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作 为 调 查

对 象 棳共 发 放 问 卷 棾椀棸 份 棳最 终 有 效 问 卷 棾棽棸 份 棳有

效 回 收 率 为 椆棻棶棿棩暎 其 中 医 学 院 校 被 试 棽棸棻 人 棳

职 业 院 校 棻棻椆 人 椈男 生 棻棽棸 人 棳女 生 棽棸棸 人 椈有 打 工

经 历 的 棽棸棸 人 棳无 打 工 经 历 的 棻棽棸 人 椈被 试 平 均 年

龄 棽棾 岁 暎

棻棶棽暋方法

棻棶棽棶棻暋 社 会 支 持 评 定 量 表
椲棽椵暋 采 用 的 社 会 支 持 评

定 量 表 有 客 观 支 持 暍主 观 支 持 和 对 支 持 的 利 用 度 棾

个 维 度 棳共 棻棸 个 条 目 棳信 效 度 指 标 良 好 暎 根 据 研 究

棻棽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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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体 的 实 际 情 况 棳对 量 表 中 的 个 别 词 汇 进 行 了 稍 加

修 改 暎

棻棶棽棶棽暋 大 学 生 求 职 行 为 量 表
椲棾椵暋 该 量 表 共 棽棿 个

题 目 棳由 王 同 军 暍司 继 伟 等 编 制 棳量 表 划 分 为 短 期 灢

长 期 暍求 职 强 度 暍求 职 频 率 暍关 系 求 职 暍自 主 求 职 椀

个 维 度 棳该 量 表 的 总 信 度 为 棸棶椄棾暎 量 表 采 用 椀 点

评 分 法 棳得 分 越 高 棳表 明 个 体 的 求 职 行 为 越 好 暎

棻棶棾暋统计学方法

本 文 由 调 查 者 通 过 集 体 施 测 的 方 式 进 行 棳对 回

收 的 数 据 进 行 筛 查 棳剔 出 无 效 问 卷 后 棳录 入 斢斝斢斢棳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大学生求职行为的特点

对 棾棽棸 名 有 效 被 试 的 求 职 行 为 各 维 度 及 总 均

分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结 果 发 现 棳求 职 行 为 总 均 分 为

棾灡棿椃暎 由 此 可 见 棳被 试 的 求 职 水 平 在 中 等 以 上 暎 五

个 维 度 的 得 分 在 棽棶椃暙棿棶棸棸 之 间 棳其 中 棳求 职 频 率

的 得 分 最 低 棬均 分 棽棶椃椄棭棳短 期 灢长 期 求 职 得 分 最 高

棬均 分 棿棶棸棸棭暎 见 表 棻暎

由 表 棻 可 知 棳医 学 院 校 的 学 生 和 职 业 院 校 的 学

生 在 求 职 的 短 期 灢长 期 暍自 主 求 职 暍关 系 求 职 及 求 职

行 为 总 均 分 上 都 存 在 显 著 性 差 异 棬 椉棸灡棸椀棳 椉

棸灡棸棻棭棳男 女 生 只 在 求 职 的 短 期 灢长 期 和 自 主 求 职 维

度 上 有 差 异 棬 椉棸灡棸椀棳 椉棸灡棸棻棭棳具 体 表 现 为 女 生

在 短 期 灢长 期 求 职 上 的 得 分 高 于 男 生 棳而 男 生 的 自

主 求 职 得 分 高 于 女 生 棳有 打 工 经 历 的 被 试 在 短 期 灢

长 期 求 职 上 的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无 打 工 经 历 者 棬 椉

棸灡棸椀棭暎

表棻暋不同院校暍性别及有无打工经历的求职行为比较棬暲 棭

求职强度 求职频率 短期灢长期 自主求职 关系求职 求职总均分

医学院校 棾棶椂棿暲棸棶椀椃 棽棶椄棻暲棸棶椂椀 棿棶棸椄暲棸棶椂棽 棾棶棸椄暲棸棶棿椄 棾棶棾椄暲棻棶棸棽 棾棶棿椆暲棸棶棾椂

职业院校 棾棶椀椆暲棸棶椀椃 棽棶椃棻暲棸棶椂棸 棾棶椃椂暲棸棶椂棾 棾棶棾棻暲棸棶椀棸 棾棶棻棽暲棸棶椂棾 棾棶棾椄暲棸棶棾椄

棸棶椃棻 棻棶棻棽 棾棶椆棾 棴棾棶椀棿 棽棶棻棾 棽棶棿椆

棸棶棿椄 棸棶棽椂椀 棸棶棸棸灣灣 棸棶棸棸灣灣 棸棶棸棾灣 棸棶棸棻灣

男 棾棶椀椄暲棸棶椀棿 棽棶椄椀暲棸棶椂椂 棾棶椄棻暲棸棶椀椄 棾棶棽棽暲棸棶椀棽 棾棶棿棸暲棸棶椀椀 棾棶棿棿暲棸棶棾棿

女 棾棶椂椀暲棸棶椀椆 棽棶椃棿暲棸棶椂棽 棿棶棻棻暲棸棶椂棿 棾棶棸椆暲棸棶棿椄 棾棶棽椂暲棻棶棻棽 棾棶棿椄暲棸棶棾椆

灢棻棶棻椀 棻棶棾椄 棴棿棶棾棽 棽棶棽椀 棻棶棽椀 棴棸棶椆棽

棸棶棽椀 棸棶棻椃 棸棶棸棸灣灣 棸棶棸棽灣 棸棶棽棻 棸棶棾椂

有打工经历 棾棶椂棿暲棸棶椀椆 棽棶椃椀暲棸棶椂棾 棿棶棸椄暲棸棶椂棾 棾棶棻棽暲棸棶棿椆 棾棶棽椆暲棸棶椀椄 棾棶棿椄暲棸棶棾椂

无打工经历 棾棶椀椂暲棸棶棿椃 棽棶椄椆暲棸棶椂椀 棾棶椃棿暲棸棶椀椃 棾棶棽棻暲棸棶棿椃 棾棶棿棻暲棻棶棸椃 棾棶棿棻暲棸棶棾椆

棻棶棸棸 棴棻棶椂棽 棿棶棻棾 棴棻棶棾椆 棴棻棶棸棿 棻棶棾椀

棸棶棾棽 棸棶棻棻 棸棶棸棸灣灣 棸棶棻椂 棸棶棾棸 棸棶棻椄

暋暋注椇灣 椉棸棶棸椀棳灣灣 椉棸棶棸棻

棽棶棽暋社会支持与求职行为的相关分析

社 会 支 持 变 量 和 求 职 行 为 各 维 度 及 总 分 的 相

关 分 析 棳如 表 棽 所 示 棳结 果 显 示 棳除 客 观 支 持 外 棳社

会 支 持 总 分 及 其 他 棽 个 维 度 与 求 职 行 为 总 分 均 正

相 关 显 著 棬 椉棸棶棸椀棭棳具 体 到 求 职 的 各 维 度 棳除 自

主 求 职 与 关 系 求 职 棽 个 维 度 与 社 会 支 持 各 维 度 不

相 关 外 棳其 他 维 度 间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关 暎

棽棶棾暋社会支持对求职行为的逐步回归分析

为 了 控 制 性 别 暍院 校 暍打 工 经 历 等 变 量 的 影 响 棳

回 归 之 前 棳首 先 对 这 些 变 量 进 行 了 控 制 暎 见 表 棾暎

由 表 棾 可 知 棳只 有 主 观 支 持 和 社 会 支 持 总 分 分

别 进 入 了 回 归 方 程 棳对 于 求 职 强 度 暍短 期 灢长 期 求 职

及 求 职 总 分 有 预 测 作 用 棳主 观 支 持 可 解 释 棾棩 的 求

职 强 度 的 变 异 棳社 会 支 持 总 分 分 别 可 以 解 释 棻棾棩

和 椃棩 的 短 期 灢长 期 求 职 及 求 职 总 分 的 变 异 暎

表棽暋社会支持与求职行为的相关分析

求职

强度

求职

频率

短期灢

长期

自主

求职

关系

求职

求职

总分

客观支持 棸棶棸椃 棸棶棸椀 棸棶棻椂灣灣 棴棸棶棸棽 棸棶棸棽 棸棶棻棸

主观支持 棸棶棻椃灣灣 棸棶棸椀 棸棶棻椃灣灣 棴棸棶棸棾 棴棸棶棸椆棸棶棻棾灣

对支持的利用度 棸棶棻棻 棸棶棻椀灣灣棸棶棻椃灣灣 棴棸棶棸棾 棸棶棸棻 棸棶棻椀灣

社会支持总分 棸棶棻椂灣灣 棸棶棻棸 棸棶棽棽灣灣 棴棸棶棸棿 棴棸棶棸棿棸棶棻椃灣

暋暋注椇灣 椉棸棶棸椀棳灣灣 椉棸棶棸棻

棽棽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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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暋社会支持各维度对求职行为维度及总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毬 斠 斠棽

求职强度 主观支持 棸棶棻椃 棸棶棽棿 棸棶棸棾 棽棶椂棻灣 棽棶椆棸 棸棶棸棸棿灣灣

短期灢长期 社会支持总分 棸棶棽棽 棸棶棿棸 棸棶棻棾 棻棽棶棿棸灣灣灣 棾棶棾椄 棸棶棸棸棻灣灣

求职总分 社会支持总分 棸棶棻椃 棸棶棽椃 棸棶棸椃 棾棶椀棸灣灣 棽棶椆椃 棸棶棸棸椆灣灣

暋暋注椇灣 椉棸棶棸椀棳灣灣 椉棸棶棸棻棳灣灣灣 椉棸棶棸棸棻

棾暋讨论

社 会 支 持 与 就 业 的 研 究 以 往 多 集 中 在 失 业 人

群 中 椲棿椵棳如 时 勘 棬棽棸棸棻棭等
椲椀椵的 研 究 暎 按 照 社 会 支 持

的 相 关 理 论 棳当 一 个 人 拥 有 越 强 大 的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时 棳那 么 应 对 环 境 刺 激 的 能 力 就 越 好 棳也 就 更 容 易

实 现 既 定 的 目 标 椲椂灢椃椵暎 近 年 来 棳由 于 大 学 生 群 体 就

业 的 压 力 不 断 增 加 棳因 此 棳针 对 大 学 生 群 体 的 就 业

研 究 棳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暎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椇被 试 的 求 职 行 为 处 于 中 等 以 上

水 平 暎 医 学 毕 业 生 在 短 期 灢长 期 维 度 暍关 系 求 职 维

度 及 求 职 总 均 分 上 都 高 于 职 业 院 校 的 学 生 棳而 自 主

求 职 的 得 分 则 显 著 的 低 于 职 业 院 校 的 学 生 暎 在 求

职 行 为 量 表 中 棳短 期 灢长 期 维 度 测 的 是 被 试 在 求 职

行 为 中 随 着 时 间 的 变 化 所 发 生 的 变 化 棳关 系 求 职 和

自 主 求 职 则 分 别 测 的 是 被 试 利 用 社 会 关 系 谋 得 工

作 职 位 还 是 利 用 正 式 的 组 织 机 构 来 为 自 己 谋 职 暎

因 此 棳针 对 上 述 结 果 棳我 们 可 知 棳一 方 面 棳医 学 生 在

求 职 中 付 出 的 努 力 是 长 期 的 棳另 一 方 面 棳我 们 也 看

到 了 社 会 关 系 对 医 学 生 求 职 的 影 响 暎

男 女 生 在 求 职 行 为 中 的 差 异 主 要 体 现 在 短 期 灢

长 期 维 度 及 自 主 求 职 维 度 上 棳结 果 显 示 椇女 生 会 比

男 生 付 出 更 多 暍更 长 期 的 求 职 行 为 棳其 自 主 求 职 低

于 男 生 棳这 也 许 和 众 所 周 知 的 女 生 的 求 职 阻 力 大 于

男 生 有 关 暎

打 工 经 历 对 学 生 求 职 的 影 响 主 要 体 现 在 求 职

的 努 力 性 上 棳有 打 工 经 历 的 学 生 比 没 有 打 工 经 历 的

学 生 显 示 出 更 多 地 努 力 棳这 可 能 和 学 生 打 工 的 切 身

体 会 有 关 棳打 工 经 历 使 其 对 工 作 的 理 解 更 加 深 刻 棳

从 而 倾 向 付 出 更 多 的 努 力 暎

本 文 中 棳社 会 支 持 与 求 职 行 为 存 在 正 相 关 关

系 棳这 和 已 有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 椲椄灢棻棸椵棳但 是 我 们 只 发

现 了 主 观 支 持 和 社 会 支 持 总 分 对 求 职 行 为 的 预 测

作 用 棳这 和 冯 彩 玲 等 椲棻棻椵的 研 究 相 吻 合 棳结 果 表 明 棳

学 生 在 求 职 中 所 获 得 的 主 观 支 持 和 帮 助 越 大 棳越 能

够 激 发 学 生 的 求 职 动 机 棳付 出 更 多 的 努 力 棳表 现 出

更 高 的 求 职 强 度 棳学 生 在 求 职 过 程 中 更 多 地 需 要 心

理 上 的 情 感 支 持 而 非 物 质 上 的 支 持 棳因 此 棳这 也 提

醒 我 们 老 师 和 家 长 棳在 学 生 求 职 过 程 中 应 该 多 给 予

他 们 一 些 鼓 励 和 精 神 援 助 棳鼓 舞 其 士 气 暎

总 之 棳本 文 显 示 了 社 会 支 持 系 统 对 求 职 行 为 的

预 测 作 用 棳对 于 学 生 的 就 业 指 导 具 有 实 际 的 意 义 棳

当 然 对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棳我 们 不 能 仅 仅 停 留 在 预

测 的 层 面 棳未 来 的 研 究 中 棳应 该 对 其 影 响 的 机 制 开

展 研 究 棳社 会 支 持 到 底 将 如 何 通 过 其 他 变 量 来 影 响

求 职 行 为 棳值 得 我 们 在 未 来 的 工 作 中 去 研 究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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