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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大学生自信心现状调查及其教育对策研究
*

彭迎春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

安徽 合肥 2 3 0 6 01 )

【摘 要】通过对本省几所高职院校大学生群体的抽样调查
,

深入 了解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水平的整体状况
,

分析高职大学

生 自信心不足的原 因
,

提出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培养的教育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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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信心是指个体对 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

度
,

是个体对 自身能力与自我价值等做出正向认知

与评价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
。 「l]
它是人的自

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一种健康向上的心理品

质
。

自信心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和非智力因

素
,

它对人的知
、

情
、

意
、

行诸方面都有一种弥漫性

影响
。

有研究表明
,

自信心的个体差异不同程度地

影响着竞赛
、

成就
、

归因
、

就业等多种领域内个体的

心理和行为
。

作为稳定的人格特质
,

自信心还深刻

地影响着心理健康及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

拥

有自信
,

是高职大学生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心理品

质
,

是获得成功的必备素质
。

“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

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针
。

近年来
,

我 国高职教育

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

在校生人

数也成倍增长
。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中国

高等教育的
“

半壁江山
” ,

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的主力军和基本阵地
。

高等职业院校担负着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生产
、

管理
、

服务第一线应用

性专门人才的使命
,

高职生已逐渐成为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力量
。

然而
,

高职生作为大学生
,

是大学生

群体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他们

是大学生群体中的相对
“

弱势部分
” 。

众所周知
,

高

职生的高考成绩处在最后录取分数段
。

有关调查

资料表明
,

有不少高职院校学生认为 自己是
“

高考

中的失败者
” ,

是
“

没有办法才选择高职院校的
” 。 「2〕

高职大学生 由于社会
、

学校和个人等因素
,

与普通

高校大学生相比 自信心明显不足
。

这不仅影响到

他们学业的顺利完成
,

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

康发展与成才
。

因此
,

正确认识和分析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的状况
,

研究高职大学生自信心培养的教育

对策
,

帮助高职大学生重建 自信心
,

是高职院校教

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函需解决的一项

重要任务
。

二 调查方法

(一 ) 调查对象

本调查以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

安徽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
、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

毫

州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院校 426 名二年级高职学生为

调查样本
。

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
。

共发放问

卷 426 份
,

回收问卷 4 26 份
,

筛选出有效问卷 4 17 份
,

有效率 97
.

89 %
。

(二 ) 调查工具

本调查使用个人评价量表 ( P IE )作为测量工

具
。

该量表是用来评定 自我评价的一个重要方

面— 自信
。

P IE 采用 6个最常提到的维度 (学业

表现
、

体育运动
、

外表
、

爱情关系
、

社会相互作用及

同人们交谈 )作为其分量表
,

除了这些分量表外
,

还

有一些条 目是评定总体 自信水平和有可能影响 自

信判断的心境状态
。

该量表共计 54 个条目
,

采用

1一4级评分
,

理论总分范围为 54 一 21 6
,

总分越高表

示 自信程度越高
。

基于本文研究 目的
,

我们只需要

得出被试的自信心总分即可
。

三 调查结果

(一 ) 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现状

在本调查中
,

根据被调查学生 的自信心得分
,

把学生的自信心程度划分为自信心不足
、

自信心一

般
、

自信心较强三个层次
。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后发现
:
在被调查学生中

,

总分在 5 4一 10 8之

间的有 2 21 人
,

占 53 % ; 总分在 10 9一 16 2 之间的有

13 8人
,

占 3 3 % ; 总分在 一6 3一 2 一6之间的有 5 8人
,

占

14 %
。

以上结果说明
:
在高职院校中

,

大多数学生

自信心不强 ( 自信心不足和自信心一般的学生占到

被调查学生的 86 % / 359 人 )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

有

一半以上的高职大学生 (53 % / 2 21 人 )自信心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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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显示
:

高职生自信心得分等级分布

总分 ) 5 4蕊 10 8 ) 10 9蕊 12 6) 13 6蕊 2 16

等级 自信心不足 自信心一般 自信心较强

人数 2 2 1 (3 5% ) 13 8 (3 3 % )8 5 (14% )

(二 )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状况的差异

1
、

性别上的差异

男女生在 自信心水平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

女

生中缺乏自信心的比例比男生更高
。

如下表显示
:

女生自信心得分等级分布

总分 ) 54 蕊 10 8 ) 109 蕊 16 2 ) 163 蕊 2 16

等级

人数

自信心不足

14 2 ( 63% )

自信心一般

63 (2 8% )

自信心较强

20 (9% )

男生自信心得分等级分布

总分 ) 54 蕊 10 8 ) 109 蕊 16 2 ) 163 蕊 2 16

等级 自信心不足 自信心一般 自信心较强

人数 79 (4 1% ) 75 (39% ) 38 ( 20% )

(在本次调查中女生被试 2 31 人
,

有效问卷 225

份 ;男生被试 19 5人
,

有效问卷 192 份
。

)

2
、

家庭上的差异

来 自不同地方家庭的学生在在自信心水平上

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

农村家庭的学生比非农村家庭

的学生缺乏自信
。

如下表显示
:

农村学生自信心得分等级分布

总分 ) 54 蕊 10 8 ) 109 蕊 16 2 ) 163 蕊 2 16

等级

人数

自信心不足

144 ( 65% )

自信心一般

60 (27% )

自信心较强

17 ( 8% )

非农村学生自信心得分等级分布

总分 ) 54 蕊 10 8 ) 109 蕊 16 2 ) 163 蕊 2 16

等级 自信心不足 自信心一般 自信心较强

人数 77 (3 9% ) 78 (40% ) 4 1( 2 1% )

(在本次调查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被试 225 人
,

有

效问卷 2 21 份 ;非农村学生被试 2 01 人
,

有效问卷份

19 6
。

)

四 高职大学生自信心不足原因分析

与普通高校大学生相比
,

高职大学生自信心不

足具有其特殊性
,

其成因多种多样
,

其中既有内在

的主观原因
,

又有外在的客观原因
。

正确分析高职

大学生生 自信心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
,

才能对症下

药
,

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自信心的教育和培养
。

(一 ) 创伤性体验

由于学习
、

生活上的挫折经历
,

很容易使人格

还没有成熟的个体变得消极被动
、

轻视 自己
,

进而

对 自己做出不合理的评价
。

大多数高职大学生在

中学阶段的学业成绩是处在中下等
,

他们中的很多

人曾反复经历应试 (尤其是高考 )
“

失败体验
” ,

难以

获得自我肯定
。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
,

因为学业成绩

不好
,

他们也不受老师的宠爱和同学的青睐
,

很难

得到外部的肯定
,

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卑心

理
。

进人高职后
,

这种心理阴影不仅影响到他们学

习 自信心水平
,

还会泛化到生活
、

交往等其他方面
,

使自己对 自己失去信心
。

(二 ) 不适当归因

美国心理学家维纳认为
,

归因就是人们对他人

或对自己的某种行为或倾向的原因进行分析
、

解释

的过程
。

自信水平高的学生习惯将成功归因于内

部的稳定因素
,

如能力和努力 ;将失败归因于外部

的可控因素
,

如努力不足
。

这种积极的归因方式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
。

相反
,

消极的归

因则会使人 自暴自弃
,

丧失信心
。

在现实中
,

我们

很多高职生往往对学习结果采取消极的归因方式
,

在对自己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原因分析上
,

不从学

习态度
、

刻苦程度
、

学习方法上找原因
,

而是归结为

自身能力
、

教师
、

运气等外在的不可控因素 ;别人学

习成绩好
,

是 因为别人 比他们聪明
,

这种能力归因

会削弱 自信心
,

使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更加缺乏 自

信
,

进而产生无能感
。

(三 )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不足

高职院校大多是在 20 世纪末由中专学校合并

组建升格而来
,

近年来
,

得益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决策
,

高职院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
。

然而
,

与众多有着悠久历史和 良好声誉的本科

院校相比
,

高职院校在办学历史
、

师资力量
、

硬件设

施等方面都有明显差距
。

尤其是部分高职院校尚

无鲜明的高校特征
,

科研力量不强
,

大学文化氛围

不浓
,

教学特色亦不明显
,

这种现实差距和不理想

的高职教育现实
,

使高职大学生很难认同自己的
“

大学生
”

身份
,

与其他升人本科院校的同学
、

朋友

相比更显 自卑
,

其自信心的发展和培育受到了很大

的制约
。

(四 ) 社会不良评价

受我 国传统文化思想
“

重学轻术
”

和传统高等

教育意识的影响
,

高职教育在人们心 目中处于亚高

等教育地位
,

社会对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歧视
。

当前社会中
,

人们仍然普遍认可进公务员队

伍
、

进事业单位
、

坐办公室为好的职业选择
。

认为

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熟练工人的
,

上高职是没有办

法的办法
,

高职生的未来就是产业工人
,

难有远大

前途
。

就高招录取现状而言
,

高职生的高考成绩处

在最后录取分数段
,

有人指出
: “

在当前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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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学生 的高考总分如果降低 50 分
,

其素质就会相

应降低一个档次
。 ” 「习
传统的观念及高职录取现实都

使社会对高职院校的认可程度不高
,

致使许多高职

院校的学生信心不足
。

五 高职大学生自信心培养的教育对策

高职院校大学生 自信心不足的形成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
,

因此
,

提高高职生 的自信心需要从多方

面
、

多角度做出努力
。

作为高职教育工作者
,

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来帮助高职大学生增强自信

心
。

(一 ) 提高高职生的自我认识水平

充分地 自我认知是培养高职生 自信心 的前

提
。

自信心差的学生
,

一般都存在 自我认识不足
,

往往看轻 自己
,

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
。

高职生 自我

认识偏差直接影响了其 自信心水平
。

提高高职生

的自我认识水平
,

就是要让他们既看到 自己的短处

和不足
,

又能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既要尽力去

改变 自己的缺点
,

同时也要尽力去接受那些无法改

变的个人不足
,

积极地悦纳自我
。

教师可以通过对

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的阐述
,

唤起学生 的自信心
,

引导学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自我
,

启迪学生开发 自己

的优势智能 ;通过开展
“

发现优点
” “

扬长避短
”

等具

体的主题鲜明的活动
,

引导学生多方面评价 自己
,

破除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观念
,

努力发

现并欣赏自己的长处
。

(二 ) 增加学生的成功体验

成败体验是影响学生自信的重要因素
,

成功体

验对提升个体 自信心有明显作用
,

高职生缺乏 自信

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们过往学习生活中缺乏

成功的体验
。

很多高职生在中学阶段饱尝了过多

的失败
,

一次次的失败强化了他们的自卑心理
,

往

往还容易导致恶性循环
。

成功是对个体行为结果

的正向强化与肯定
,

可 以让个体看到 自己的能力
“

效验
” ,

增加对事物的兴趣及行为动力
,

因而增加

学生的成功体验是提高学生自信心的一项非常重

要的措施
,

哪怕是一次小的成功也会有助于个体自

信的逐步形成
。

高职院校及教育工作者一方面应

根据高职教育的 目标和高职教育的规律
,

积极实施

课程改革
,

在课程评价上注重考察学生的技能和动

手能力
,

让他们在学业上得到成就感
,

获得成功体

验
。

高职生在进人职业教育之前曾在偏学问化的

学科体系课程教育中饱尝学业失败的痛苦
,

他们的

一个特殊性是文化基础差
,

但这不代表他们动手能

力也比本科大学生差
。

但如果高职继续实行偏学

问化的课程教学模式和方式
,

则高职生将难以最终

摆脱学业失败的阴影
。

另一方面
,

应根据学生 的兴

趣
、

爱好
、

能力组织开展体育
、

文艺
、

辩论
、

书画 比

赛
、

专业技能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

为不同层

次
、

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和展示自己才

能的平台
,

让所有学生都能在各类具体活动中找到

某项适合 自己的优势活动项 目
,

享受到成功的喜

悦
。

(三 ) 引导学生养成积极归因方式

归因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人对事情成败原因的

认知
。

事情的成败结果受个体能力
、

努力程度
、

外

部环境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

不完全以我们个

人的意志为转移
。

正如古语云
“

谋事在人
,

成事在

天
” 。

但是
,

虽然个体不能控制成败
,

但是可以控制

成败这个客观事实对人主观信心的影响
。

自信心

与人们的归因方式存在交互作用
。

积极的归因方

式可以降低失败带来的负作用
,

提高成功带来的正

向作用 ;消极的归因方式会降低成功对 自信的强化

作用
,

扩大失败对自信的的打击度
。

归因引导不仅

仅是帮助学生寻找正确的
、

真实的原因
,

更重要的

是使高职生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
。

高职教育工作

者包括辅导员
、

学校管理者和各学科教师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都应有意识地运用归因理论
,

通过小组讨

论或个别谈话等方式
,

对学生进行归因教育和引

导
,

使其形成比较积极的归因倾向
。

(四 ) 积极化解不利的社会评价

转变社会对高职生 的消极评价
,

需要各方面力

量的共同努力
。

从学校方面看
,

主要是加强内涵建

设
,

提高水平
,

办出特色
,

为高职生成才成功提供充

分条件和坚实基础
。

而作为高职教育教学工作者
,

应主动地保护学生
,

缓冲
、

化解负面社会评价对学

生 自信心造成的影响
。

对于高职生来说
,

教师的评

价也是社会评价的一部分
,

甚至视教师为社会主流

思想的代言人
,

是具有权威性的评价主体
,

因而教

师的积极评价
,

可有效增强学生对负面影响的免疫

力
。

但我们有些高职教师
,

往往将高职生与本科生

相比
,

得出高职生不仅文化基础薄弱
,

在学习态度
、

学习习惯和行为态度上也有问题的结论
。

甚至也

认可
“

学生的高考总分如果降低 50 分
,

其素质就会

相应降低一个档次
。 ”

这种评价深深地伤害了高职

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教师的天职
“

在于启迪学生

的智慧
,

而决没有权利去埋怨学生缺乏智慧
” , “

教

育的义务在于改善学生 的素质
,

而决不可认定学生

的素质本已差矣
” 。 日〕

因此
,

作为高职教师
,

要以全

面 的
、

发展的观点
,

以信任
、

负责的态度看待学生
,

即使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问题
,

也应当先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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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
、

不足去分析
,

而不是从学生的不智不勤去

思考
。

高职教师要向学生展示自己对高职教育工

作的热爱及对高职未来和高职生未来的的信心
,

并

注意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多给予学生肯定评价
。

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心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
,

这不仅关系到高职大学生个人的健康成长和未来
,

长此以往
,

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会受到

严重影响
。

因此
,

高职院校及其教育工作者应充分

认识高职大学生 自信心培养的重要性
,

把学生 自信

心的培养作为学校和教师的重要职责
,

努力为社会

造就更多合格的应用性技能型人才
,

促进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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