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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生涯发展是人生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在当今社会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致，人们必须慎重地探索和分析自己的职业倾向，尽早确定自己生
涯的稳定贡献区，从而顺利开始长时间的积累过程。
当职业超越了满足温饱的基本目的、开始成为衡量个体社会成就的关键指针时，职业的选择就承担了
个体展现自我和拓展自我的重要意义，因此，许多年轻人非常审慎地探索职业生涯发展的规律、进行
职业生涯的选择和决策、开始最初的职业生涯历程、经历组织社会化和适应过程，完成从学生到社会
人的转变。
对职业生涯初始者而言，在这个关键的生涯人口处，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改变。
在经历变化时，他们或镇定坦然、或忐忑不安、或坎坷、或顺利，在经历过选择与决策、适应与融入
、退却与妥协这一系列蜕变过程后，最后真正融人职业生活之中，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作者。

　　因此，《冲突、融合与成长：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入口处的发展》试图针对这一短暂但是关键
的过程，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关键议题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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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价值观是一个人人格结构的核心，也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人们对特定行为、事物
、状态或目标的一种持久性偏好，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成分，当个人或团体进行抉择的时候，其
价值观会影响判断结果和行为选择（杨国枢，1994）。
价值观的形成与个人或团体所在的社会生活情境有关，对个体行为有重要作用。
个体价值观是职业选择和职业成就感的基础。
那些重视金钱财富的个体所选择的职业生涯、与那些重视利他的个体所选择的职业生涯，显然是相当
不同的。
罗森伯格（Rosenberg，1957）曾使用质性研究的方式考察了康奈尔大学学生的价值观，发现了四种基
本价值观：以助人的态度和他人一起工作、赚取金钱、获得社会地位以及实现自我才能。
他也发现，似乎不同价值观的个体的确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比如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专业的学生
重视利他价值，而工程、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则不重视利他价值，但是个体的价值观和职业偏好在两
年之后都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趋势是职业偏好与价值观之间的契合程度更高。
显然，伴随着个体的成熟和社会化过程，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有一个从模糊到清
晰的过程，甚至可能发生转折性变化。
比如舒伯和内维尔（Super&Nevil，1986）就认为，如果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个体在一生中重
视的价值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年轻人可能对工作成就赋予重要价值，而老年人则可能对家庭和休闲赋
予重要价值。
 此外，职业价值观也会伴随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了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影响。
比如我国学者龚慧香等人（1999）通过对时隔三年的两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发现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价值考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注重工作稳定，对职业的社会声望看重程
度下降，转而看重收入和自我价值实现。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相差三年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都有如此不同，那么，不同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其职业价值观自然也存在显著差别。
最近，陈坚和连榕（2011）就代际工作价值观的发展进行了讨论。
他们总结了以下职业价值观发生变化的趋势。
 第一，“以工作为中心”的观点随着世代的发展而逐步被“以休闲为中心”的观点所替代，越是年轻
的世代对工作越不重视、越喜欢从事拥有较多休假时间且工作节奏较慢的工作，工作时也更不愿受到
上级管理者的监督，这种趋势也为西方的主流研究所证实（Smola和Sutton，2002；Twenge，2010）。
 第二，我国青年人的工作价值观中的利他观呈现出随着世代发展而下降的特点，有人认为，这可能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代际价值观发生了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与个人价值观融合转变这一现象相关（
廖小平，2007）。
 第三，我国员工的工作社交观的发展趋势可能是逐代下降的，这可能是因为工作作为我国人民满足社
交需要的平台的价值已经显著降低，而代之以网络或社区等新平台。
 第四，内在和外在工作价值观的变化，内在工作价值指的是与工作直接相连的工作性质，比如工作意
义、工作兴趣，而外在工作价值指的是与工作性质无关的一些要素，比如薪酬、福利、地位等。
我国大学生的外在工作价值观迅速上升，成为主要的价值倾向，而内在价值观则迅速下降（许燕等
，2008），这与廖小平（2007）发现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物质价值观并重
的转化特点相吻合。
 职业价值观与职业选择可能并非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而可能是相互影响的，或者都受到第三个因素的
影响（如文化）。
当然，作为职业咨询的关键要素和手段，帮助来访者明确职业价值观，对于他们加深职业选择的自我
理解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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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冲突、融合与成长: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入口处的发展》试图针对这一短暂但是关键的过程。
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关键议题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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