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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中职生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的相关性分析
胡新羽 权海善* 林睿文 金恩仙 李延凤

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0；

摘要：[目的]调查民族地区中职生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现状并分析其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23

年 10～12 月，选取吉林省延吉市 2所中职院校 273 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自我认同感量表和应对效

能量表。[结果]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得分为 48.40±7.76（25～70）分，应对效能得分为 46.66±10.07（17～68）

分。自我认同感在不同生源地、家庭结构、父母亲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平均每月生活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均＜0.05）；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r=0.317～0.484, P＜0.01)。[结论]民族地区中

职生的自我认同感和应对效能水平均较低，需家-校协同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其应对效能，从而提高自我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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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成长环境在不断

变化，其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1]
，我国中职生群

体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比例的 31.7%
[2]
，是青少

年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中职生兼具青少年群体的共性

和特殊性
[3]
，多因升学失利而进入职业中学

[4]
，往往会

被贴上“失败者”的社会标签，受到社会、学校、家庭

的歧视，导致他们的自信和自我认同感水平降低
[5]
，从

而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这将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和社

会的总体健康导致不利影响。

自我认同感由 ERIKSON
[6]
最先提出，是指个体在寻

求自我的发展中对自我的确认和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

重大问题，诸如理想、职业、价值观、人生观等时的思

考和选择。研究指出，自我认同感强的人开朗快乐、自

尊自信，积极面对生活与工作，而认同感低的人自卑不

安，易怀疑和否定自我，面对挑战易退缩与逃避甚至误

入歧途
[7-8]

而影响心理健康。应对效能是指个体处于应激

状态时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所具有的信心，是对自己应

对能力的评价
[9]
，应对效能低者，其心理健康水平也低

[1

0-11]
。综上，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都会影响心理健康，

但尚未查到两者间相关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调

查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现状，探讨其相关性，

为提升自我认同感水平，从而保障心理健康和家-校协

同教育相关研究提供针对性的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 年 10 月～12月，方便抽取吉林省延吉市 2所

中职院校的中职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

在校中职生；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者。排除标准：因病

假、事假等调查时不在校的学生。本次调查中职生共计

273 人，平均年龄为 16.23±0.76 岁；其中女生最多 23

5 人（86.1%）；生源地为城镇最多 241 人（88.3%）。

其他详见表3。

1.2 方法

1.2.1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

子女、家庭结构、抚养状况、父亲/母亲学历、父亲/母

亲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平均每月生活费及住宿情况。

自我认同感量表（Self-Identification Scale，S

IS）

该量表由 OCHSE & PLUG 于 1986 编制
[12]
，李义安与

娄文婧于 2009 年汉化
[12]

，主要用于测评个体能否成功

地通过 ERIKSON提出的 8个发展阶段。量表共 1个维度

和 19个条目，采用 4点评分形式，每个条目记分为 1～

4分，分别代表“完全不适用”～“非常适用”，总分

为 19～76 分，得分越高，表明调查对象的自我认同感

发展越好。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4。

（2）应对效能量表

采用我国学者童辉杰于 2005 年编制的量表
[13]

，用

以测量个体在压力情景下是否可以有效应对所持有的

判断和信念。量表包括“胜任力”、“自信程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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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平”3个维度和 17个条目。采用 4点记分法，1分

到 4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总分为 1

7～68分，得分越高，表示应对效能越高。量表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 0.83。

1.2.2调查方法

调查前，获得中职院校负责人与班主任的同意后进

行调查。调查者采用统一解释语，在得到调查对象知情

同意的情况下发放问卷，所有问卷当堂发放、填写并回

收，回收问卷时发现乱答、漏答及规律答题的问卷，及

时予以确认、修改或排除。问卷共发放 3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27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0%。

1.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应用 SPSS28.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

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分析，以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4 伦理考虑

本研究严格遵循伦理规范。调查前向参与者充分说

明目的与方法，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原则；确保所

收集问卷无直接识别身份信息，以匿名编码保存数据，

严守被调查者的隐私；研究的全部资料仅用于学术学习

和科研，非课题相关人员无访问权限；研究设计与实施

保障参与者权益，对其无任何伤害及不利影响。

2 结果

2.1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及应对效能现状

表 1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现状（n=273, x�±s）

项目 条目 得分 条目均分

自我认同感 19 48.40±7.76 2.55±0.41

应对效能 17 46.66±10.07 2.74±0.59

胜任力 9 23.44±6.29 2.60±0.70

认知水平 5 15.18±3.46 3.04±0.69

自信程度 3 8.05±2.42 2.68±0.81

2.2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生源地、家庭结构、父母职业、家庭人均月收

入、平均月生活费的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得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的单因素分析（n=273, x�±s）

项目 分组 n % x�±s t/F P

性别
男 38 13.9 49.32±7.84 0.787 0.432

女 235 86.1 48.25±7.75

年龄（岁）
15～16 175 64.1 48.15±7.55 -0.702 0.483

17～18 98 35.9 48.84±8.14

民族
朝鲜族及其他 77 28.2 47.33±8.24 -1.394 0.164

汉族 196 71.8 48.80±7.56

年级
一年级 117 42.9 48.55±7.76 0.279 0.781

二年级 156 57.1 48.28±7.79

生源地
城镇 241 88.3 48.05±7.84 -2.032 0.043

农村 32 11.7 51.00±6.68

独生子女
是 142 52.0 48.78±7.58 0.855 0.393

否 131 48.0 47.98±7.96

家庭结构
与父母共同居住 159 58.2 49.55±7.82 2.936 0.004

其他 114 41.8 46.79±7.42

抚养情况
由父（和/或）母抚养 197 72.2 48.85±7.94 1.554 0.121

其他 76 27.8 47.22±7.19

父亲学历

小学 28 10.3 47.39±8.82 1.874 0.134

初中 101 37.0 49.57±6.69

高中（中专） 92 33.7 47.11±8.73

大专及以上 52 19.0 48.92±7.06

母亲学历

小学 24 8.8 49.50±6.06 1.033 0.378

初中 114 41.8 48.33±7.21

高中（中专） 86 31.5 49.0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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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以上 49 17.9 46.84±8.15

母亲职业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 57 20.9 50.60±7.42 2.429 0.016

其他 216 79.1 47.81±7.76

父亲职业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 58 21.2 50.57±7.23 2.425 0.016

其他 215 78.8 47.81±7.81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4000 90 33.0 46.82±8.29 -2.369 0.019

4000～ 183 67.0 49.17±7.38

平均月生活费(元)
＜1800 221 81.0 47.94±7.71 -2.026 0.044

1800～ 52 19.0 50.35±7.73

住宿情况
是 58 21.2 48.43±7.12 0.039 0.969

否 215 78.8 48.39±7.94

2.3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和应对效能的相关性

表 3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和应对效能的相关性（n=273, r）

项目 应对效能 胜任力 认知水平 自信程度

自我认同感 0.484** 0.443** 0.317** 0.409**

注：P＜0.01

3 讨论

3.1 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水平均较低

而有待提升

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得分为 48.40±7.76 分，与张

媛芬等
[14-16]

的研究结果一致，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原因

考虑为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内心敏感，外在表现看似自我，

实则缺乏自我认同感而渴望更多的支持与认同
[17]
。中职

生应对效能得分为 46.66±10.07 分，低于李桃林
[18]

等

以普通高中生为对象的结果，考虑为中职生更容易遭受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打击甚至歧视
[5]
而导致。因此，建议

家庭-学校-社会针对性地开展提升自我认同感和应对

效能相关的心理教育和训练，使得中职生在遭遇逆境与

困惑时，能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困难，积极有效地应

对压力，增强对自我的探索与认同，从而促进中职生身

心的自我和谐。

3.2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生源地

生源地为城镇的中职生自我认同感得分低于农村

的学生，与孟四清
[19]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考虑原因为在

城镇环境中，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的分流与农村比较更

为明显，社会上普遍存在“重普轻职”的价值观，还有

城镇学生更容易接触多元社会信息（如社交媒体、家庭

社交圈等），将自身与能够升学到普高的同龄人进行比

较，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且城镇家庭对子女教育期待

高，城镇学生更倾向于提升学历，进入中职可能被视为

“失败”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导致家庭支持不足，

甚至隐性贬低，加剧学生的自我否定，导致无法形成良

好的自我认同感
[20-21]

。

3.2.2家庭结构

未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中职生自我认同感较低。有研

究表明，父母的支持对青少年探索其自我认同感起到积

极作用
[17]
。许晨曦也指出

[22]
，家庭结构不完整会影响良

好亲子关系的建立。未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中职生，会缺

乏父母陪伴，缺少情感支持与有效沟通，难以从家庭获

得足够的肯定和引导，当面对成长困惑时无法及时得到

家庭的正确反馈与帮助，会容易在自我认知上感到迷茫，

难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感

3.2.3父/母亲职业

父/母亲职业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职生的自我

认同感较高。考虑为父/母亲职业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

的学生家庭，其经济收入稳定，社会地位较高，更重视

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与培养，在精神层面给予孩子更多温

暖与帮助，赋予孩子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决心
[23]
，从而促

使中职生形成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建议教育工作者更加

关注和关怀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及时

了解并解决其心理困惑，从而有助于提高自我认同感。

3.2.4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月平均生活费高的学生自我认

同感高，与王瑞祥
[24]
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经济状况紧张

的中职生可能承受更多的家庭和经济压力导致的负担，

无法专注于自我发展
[25]
，进而影响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认

同感的积极认识。因此，学校和社会应给予家庭经济困

难的中职生更多经济援助与心理关怀，如发放贫困补贴、

增加奖学金激励政策、统一校服着装要求等，以缓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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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同时，配备专业心理辅导老

师，为他们提供定期的心理疏导，帮助其排解因家庭经

济状况带来的心理负担，引导他们积极地进行自我探索

和自我发展，提升自我认同感。

3.2 中职生自我认同感与应对效能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的应对效能越好，自我认同

感越好。有研究显示，应对效能越高的青少年心理越健

康
[11,26]

，说明应对效能较高的中职生，在面对学业压力、

职业规划、社交挑战等诸多中职阶段常见问题时，能够

更自信、更有效地采取应对策略
[27]
，不断积累成功应对

问题的经验，使得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和价值有了更清晰

且积极的认知，从而具有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因此，建

议学校和家庭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心理支持和实践机会

等方式，加强中职生的应对效能，从而提高自我认同感，

为其健康成长和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小结

中职生的自我认同感和应对效能均较低而有待提

升。尤其对于城镇、未与父母共同居住、父/母亲职业

为非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家庭收入及生活费低的中职

生需家-校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中职生的应对

效能，从而提升自我认同感，以保障中职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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