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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认同是直接促进大学生学业投入、深刻影响学业绩效的重要心理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

研究基于学术文献,对大学生专业认同的概念内涵、理论结构、工具开发、水平测评、特征分布、影响因素、
生成机制、培育策略等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已有研究作了进展总结和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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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专业认同是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可和接

纳,能深度影响学业投入,缓解学业倦怠、学业焦虑等

负面学业心理,有效影响学业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近年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
以“专业认同”为篇名关键词作不完全检索,共检获论

文1121篇(检索日期:2021-05-01),2001-2021年逐年

发文量分别为1、4、3、7、8、12、21、23、38、53、73、68、
103、133、139、127、163、122、23篇,虽然数据偶有回落,
但总体不断攀升的趋势显见。作为专业认同研究重要

分支的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其同步趋热的走势也可

见一斑。
一、概念内涵与理论结构

(一)概念内涵

认同的概念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意指主

体潜意识里模仿他人,以在行为与情感上与他人保持

一致的态度倾向,其核心是价值认同[1],后经埃里克森

自我统一性理论的发扬而为大众所熟知。随着研究的

深入,认同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衍生出不同

分支领域,其中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同就是专业认同。
目前学界对专业认同尚无统一界定。

王顶明(2007)认为专业认同是学习者对所学专业

的接受、认可,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与探究,表现为结

合自身的兴趣,在诸多专业中将某一专业视为与自我

同一的,希望自己成为该领域杰出人物的心理反应。
杨宏(2009)认为专业认同是对专业所涉及的知识、技

能、价值观等的动态认可,此过程包括了解、接受、喜
爱、行动,学业完成后依据专业选择职业并把这一职业

当作终身发展目标。钟佳燕(2017)认为专业认同指学

习者在了解所学专业的基础上产生的接受和认可,愿
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主动探究,并将该专

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倾向。在有关专业认同的界定

中,秦攀博(2009)对专业认同的界定被广泛应用,他认

为专业认同是高等教育学习者在认知了解所学学科的

基础上,产生的情感上的接受和认可,并伴随积极的外

在行为和内心的适切感,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

移入过程[2]。
(二)理论结构

专业认同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内在包含若干子要

素。研究者对其内在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于概念内

涵解析和实证数据支持的测评工具的理论模型与测评

维度之中。
王顶明(2007)提出专业认同包括认知性、情感性

和持续性认同3个方面[3];杨宏(2009)将专业认同归

纳为认知了解、情感态度、意志行为3个维度,表现为

专业身份、专业价值、专业教学、专业前景、专业学习认

同5个方面。白凯(2012)认为专业认同包含专业教

育、专业前景、专业意识、专业归属、职业发展、专业投

机、社会偏见7个方面;邱宏亮(2013)认为专业认同包

括专业教学、专业前景、专业意识与专业归属、职业发

展等维度;梁进龙(2017)将专业认同维度确定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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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专业情感、专业行为与专业培养4个方面等。
如果说对专业认同内在结构的理论分析属于概念

层面,专业认同测评工具的维度则是获得数据实证的

内在结构。在自主开发的测评工具中,胡忠华(2007)
将护理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的内在结构划分为专业知

识、专业情感、专业意志、专业价值观、专业技能、专业

期望6个维度[4];秦攀博(2009)则划分出认知性、情感

性、行为性、适切性4个维度;齐丙春(2010)界定为投

入度、喜好度、美誉度、匹配度和认知度5个方面;官春

兰(2011)将专业认同分解为价值和发展认同、教学认

同、相关职业认同、个体的学习与发展4个理论维

度[5];胡玉婷(2016)将特教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界定

为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意志、专业技能4方面;王
国明(2021)将专业认同划分成专业认知、专业自我效

能感、专业学习、专业情感4个维度。上述理论结构解

析,均最终通过实证数据得以证明其对于不同专业背

景大学生的契合。研究者对于专业认同理论结构的认

识各不相同,但基本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

面[6]。理论结构的明晰,为工具开发和水平测评准备

了思想条件。
二、工具开发与水平测评

(一)工具开发

前期的理论研究为测评工具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基

础。研究者确定专业认同的测评维度,编制问题后试

测,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与效

度检验等环节,形成正式量表。根据兴趣,研究者开发

了多款适用于我国大学生专业认同测评的工具。如秦

攀博(2009)、齐丙春(2010)、岳英(2017)分别基于不同

的维度划分,编制了面向大学生的专业认同量表(问
卷)。多数测评工具主要针对特定专业,如胡忠华

(2007)编制了护理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问卷,彭艳红

(2008)编制了高师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认同

调查问卷[7],官春兰(2011)、胡玉婷(2016)各自编制了

特殊教育专业本科学生专业认同问卷,梁进龙(2018)
编制了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专业认同量表,张衍(2020)
编制了档案学专业本科生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

这些问卷中,秦攀博编制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

卷”由于维度自洽、专业包容性强等原因,获得最广泛

应用,胡忠华编制的“护理本科生专业认同问卷”在医

护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它们被直接或改造后,应用于不

同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水平的测评。虽然开发者自述

命名为问卷或量表,但据论文的实证报告,这些测评工

具多属于维度自洽性好、采用李克特五点式计分、信度

与效度符合统计学要求的自陈式量表。
(二)水平测评

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到底怎么样,是心理学研

究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研究者利用前述经过数据实证

验证、具有信效度符合统计学要求的多种量表,针对不

同地区、高校、专业的大学生开展了丰富的测评研究。
例如,郭胜忠(2011)、赵慧勇(2013)、王平(2015)、张建

育(2016)、谢和平(2016)、李杰(2018)、杨雨萌(2019)、
张庭辉(2021)等利用秦攀博编制的量表,开展了大学

生专 业 认 同 水 平 的 测 评[8];李 燕(2011)、徐 晓 烨

(2014)、张斌(2016)、陈志明(2018)、王永琼(2019)、许
天亮(2021)等利用胡忠华编制的问卷对医护相关专业

大学生开展了测评。还有的研究者自编或改编问卷

后,对相关专业大学生进行了水平测评。如,彭艳红

(2008)、官春兰(2011)、胡玉婷(2016)、梁进龙(2018)、
李爱珍(2020)、王国明(2011)等对教育类专业大学生

的专业认同水平进行了测评;刘静(2010)、康晓琳

(2013)、张燕(2016)王晓慧(2017)、张廷建(2018)等对

医学相关专业大学生进行了专业认同测评。张胆

(2016)、伍惠娟(2020)、余凤龙(2020)分别对旅游管理

专业、英语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

进行了研究,等等。
从专业分布看,测评主要针对教育学、医学等专业

领域,或者不针对特定专业背景。从测评结果来看,大
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水平大多不高,居于中等或偏低,涉
及情感性的维度基本偏低。

三、特征分布与影响因素

(一)特征分布

量表施测一般会收集受测者的人口学特征信息和

题项的作答信息,研究者通过差异检验技术,分析专业

认同总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在性别、年级、专业等人口

学指标及不同情境因素上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

著差异,发现专业认同水平在相关指标上的特征分布。
针对普通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专业认同在

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及学习成绩、
学习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大
二学生的专业认同得分最高,大四学生得分最低,独生

子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高于

经济状况较差的,成绩较好的显著高于成绩较差的,也
有研究认为男生和女生在专业认同上没有显著差异。
针对医学类专业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医学生专业认同

在性别、年级、专业、就读原因和学校类型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针对教育类专业的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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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专业认同水平在年级、入学方式、就业前景、实
习体验、学习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家庭经济条件、
职业性别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9],特殊教育专业本科

生专业认同水平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小学教

育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受年级、人际关系、专业选择、
就业前景、学习条件、兼职(实习)经历等的显著影响。
针对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发现,性别在情感认同维度

存在显著区别,男生显著低于女生,自主选择本专业的

学生高于专业调剂进入本专业的学生。
(二)影响因素

将包含专业认同量表在内的若干主题量表向同一

批受试者施测,利用相关、回归等统计技术,可发现专

业认同与不同心理因素之间的统计学关联,这些与专

业认同存在某种关联的心理因素,都是内在影响专业

认同的因素。
研究者利用秦攀博编制的量表开展的研究发现,

大学生专业认同与成就动机、学习满意度、群体信息记

忆、自我效能感、职业同一性、职业成熟度、领悟社会支

持、学习投入、学习动机、自尊等显著正相关,与择业焦

虑、学习倦怠、学习压力等显著负相关。专业认同正向

预测择业效能感、学习投入、成就动机、学习动机、学习

满意度、自我效能感、生师互动及积极学业情绪,负向

预测择业焦虑、抑郁等。此外,专业认同在班级氛围与

学习压力、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同一性、未来取向与职业

成熟度等之间起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专业认同分别

通过学校归属感、学习效能感、择业效能感作用于学习

投入、学习倦怠、择业焦虑[10]。利用胡忠华编制的量

表开展研究发现,医护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与职业生

涯规划、学习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职业生涯规划显

著正相关,与学习倦怠、拖延行为、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显著负相关,专业认同通过学习效能感负向作用于学

习倦怠[11]。此外,酒店管理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与行

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相关,小学教

育专业免费师范生专业认同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
特殊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学习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与学习倦怠显著负相关。

四、生成机制与培育策略

(一)生成机制

从入学到学业生涯全程,大学生专业认同的发生

发展表现出动态渐变的特点,大致先后经历了“一头雾

水”的准备期、“雾里看花”的萌芽期、“穿云破雾”的强

化期、“云开雾散”的跃升期、“回归现实”的升华期五个

阶段。

第一阶段最早可追溯到高考后的志愿填报,那时

候的准大学生们对所报专业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处
于一种懵懂状态,这是专业认同发生的准备期;第二阶

段是专业认同的萌芽期,入学后,大学生开始接触专业

学习,对专业有了模糊认识,开始产生认知性认同,这
时期粗浅的感性认同占据主导;第三阶段还是以专业

知识学习为主,大学生的专业认知不断清晰,开始有了

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认知性认同持续发展的同时,价值

认同开始萌芽;到了大学高年级,专业认同的发展开始

进入跃升期,大学生逐步建构起相对系统的专业知识

体系,开始形成比较稳固的专业价值观,并且萌生选择

相关职业的行动倾向,本阶段以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

为主,感性认同与理性认同融合发展;大学学业末期,
大学生面临升学或择业,对专业的认识越来越强烈地

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专业认同呈现一种回归现实生

活、不断深化调整的趋势,该阶段主要表现为行为性认

同,理性认同占据主导。这一生成与发展趋势,得到了

孙玉梅(2016)、孟琳(2017)的研究支持[12]。
大学生专业认同的发生发展,体现了专业认同的

过程属性和状态属性的统一。随着学业进程的不断深

入,大学生在与所学专业由弱及强的交互中,不断寻求

自身与专业的统一,在认知、情感、行动上建构对专业

的态度倾向,表现出一种边交互边建构的生成特点。
(二)培育策略

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和视野,以相关实证结

论为依据,对促进大学生专业认同的方式方法,提出了

若干建议与设想。
主要包括三类路径。一是遵照学业认同水平的人

口学分布特征采取相应干预措施,如研究发现的不同

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生专

业认同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可以帮助教育管理人员

识别低认同水平人群,在教育教学中给予重点关注和

干预,也可以发挥高认同水平人群的影响带动作用。
二是善用能有效促进专业认同的情境变量培育专业认

同,如充分利用教育教学优势,从找准专业定位、完善

培养模式、优化专业教育、加强专业宣传、强化专业建

设、培养专业兴趣、推行课程改革、重视教师职业指导

等方面着手,促进大学生的专业认同。三是根据专业

认同与相关心理因素的内在关系,为专业认同开辟间

接培育路径,如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有意识关注与

专业认同正相关的相关心理因素(成就动机、自我效能

感、学习投入、学习动机等)的强化和负相关心理因素

(学习倦怠、学习压力、择业焦虑等)的弱化,这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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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相关心理因素影响专业认同的方式,亦是值得

去深入探索的培育策略。
五、进展总结与未来展望

(一)进展总结

1.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在不断趋热中初步形成了

鲜明的研究范式

从近年发文量来看,专业认同研究不断趋热,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机构、研究者参与到研究中来。随着研

究的不断积累,专业认同研究已初步形成以围绕测评

工具开发与应用为导向的实证研究范式:研究者基于

个性化的立场,界定专业认同的操作性定义,明晰理论

结构,自主开发测评工具或直接运用已有工具与相关

主题量表联动实测,探索专业认同的整体水平,分析其

在相关人口学指标中的分布特征及与相关情境变量的

关系,实证专业认同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根据

研究发现提出针对性的培育与干预策略。
2.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

的问题

首先是边界不够清晰,研究者对于专业认同内涵

的理解存在差异,不同研究者站在各自立场上莫衷一

是,缺乏主导性界定。同时由于概念的整合属性,导致

存在专业认同与职业认同内涵混同的存在,例如专业

认同的主体外溢到专业从业者、专业认同的理论构成

强化职业属性等。其次,研究不够均衡,过多强化状态

视角下的专业认同横断研究,聚焦某一时点的定量研

究多,而过程视角的纵向、定性研究少;再次,专业覆盖

面有限,目前主要聚焦于医学、教育学、社会工作、旅游

管理等专业,很多专业尚未涉及。
(二)未来方向

1.厘清研究边界

厘清研究边界是确定问题域的前提。针对专业认

同与职业认同的混同状态,应尽早对高等教育学习者

的专业认同与职业人士的职业认同两个概念做切割处

理,确定两者的相对边界,明确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
这将有利于认同研究的深化发展。
2.加强理论研究

专业认同研究中尚存在若干没有解决的理论问

题,如专业认同的内涵一致性问题、实证测评揭示的普

遍性水平偏低背后的机制问题等,都需要在未来研究

中针对性加强。加强专业认同的理论研究,将极大地

保障大学生专业认同实证研究的成果质量。
3.拓展研究范式

当前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范式的定量方法特色鲜

明,定性研究相对缺乏,导致专业认同发生发展机制方

面缺乏深入研究。未来应在巩固定量研究的同时,倡
导定性方法的加入,逐步形成方法多元的研究格局,促
进研究规范性、科学性的不断提升。

(限于篇幅,文中涉及的研究,未能一一标注,谨此

说明、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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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ofIntersubjectivityThinking
inContemporaryDigitalArtEducation

ZHUANGWei
(SchoolofArtandDesign,Nanji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jing210000,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 digitalarteducationisstillintheframework of

subjectivity.Itisdifficultforthedialogue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toorganicallyintegratethe
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withtheinheritanceofcultureandart.Bychangingthewayofthinking,
thecurrentdigitalarteducationisplacedundertheprinciplesofthenew methodologyproducedby
intersubjectivityandthegapbetweendigitaltechnologyandcultureandartintheteachingprocessis
bridged,Atthesametime,theintegrationoftechnicalrationalityandhumanisticspiritisrealizedinthe
processofstrengtheningcommunicationanddialogue,soastopursuetheauthenticityofarteducationinthe
frameworkof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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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andProspectofResearchonCollegeStudents’Major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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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udentOffice,Anhu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efei231201,China)

Abstract:Majoridentityisanimportantpsychologicalphenomenonthatdirectlypromotescollege
students’academicinvestmentandprofoundlyaffectsacademicperformance,andhasveryimportant
researchvalue.Basedonliteratureresearch,thisstudysystematicallysortsouttheconceptualconnotation,
theoreticalstructure,tool development,levelevaluation,feature distribution,influencing factors,

generationmechanism,nurturingstrategies,etc.ofcollegestudents’majoridentity,andthensummarizes
theprogressandprospectsoftheexistingresearchonthemajoridentityof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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