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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本科期间辅修大学生未来自我连续性对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影响，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在

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在天津某高校招募168名辅修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进行探究。结果：

分析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自我概念清晰性、学生职业生涯适应性与职业发展效能感间两两成正相关，

并且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本科期间

辅修其他学科的学生，建立和未来自我的联系可以提高其自我概念清晰性，对自己认知清晰性提升的同

时，提高其生涯规划能力，从而帮助自己提高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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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uture self-continuity of minor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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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tudies on their career planning ability,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clarity 
therein. Methods: A total of 168 minor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efficiently in a certain area of 
Tianji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for exploration. Results: 
There is a pairwis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uture self-continuity, self-concept clarity, students’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fficacy,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future self-continuity on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ability. Conclusion: For students 
who minor in other disciplines during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ies, establishing connections with their 
future selves can enhance the clarity of their self-concept. While improving the clarity of their self-cog-
nition, it also enhances their career planning ability, thereby helping them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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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就业不仅关乎个人成长与发展，还涉及社会和谐与稳定，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为拓展学生学习空间、缓解就业压力，教育部推出诸多政策，如开设辅修双学位课程，旨在培

养复合型人才，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辅修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深入挖掘和探索学习内容，强化

其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然而，辅修教学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其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

尚不明确，给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带来挑战。 
在大学生决策是否进行辅修时，会思考自己的兴趣以及对未来自我的期待。自我被分为“过去的自

我”、“现在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刘云芝等，2018)，未来自我连续性(future self-continuity)指个体

将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之间关联起来的紧密程度(Hershfield et al., 2025)。 
职业生涯规划指个体全方面考虑个人情况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做出的适合且合理的职业选择，并

制定相应计划以实现职业目标(Parsons, 1908)。相关研究表明，职业生涯规划不仅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升学

率和就业率(Neumark & Rothstein, 2006)，还能帮助毕业生深入理解生涯发展的重要性，明确自身适合的

职业方向，从而更高效地求职，找到满意的工作(Shury et al., 2017)。然而，当前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方面

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一问题亟待解决(Jackson & Edgar, 2019)。 
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处于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常依赖外部重要他人做决策，缺乏独立思考和决

策能力(Nurmi, 1991)。那么，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如职业抉择，他们往往因不知如何选择而感到迷茫。

因此，在辅修盛行的背景下，探究辅修教学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切实帮助辅修学生提升

就业竞争优势，对于双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深入分析未来自我连续性对辅修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是否能够判断自身特质，对自身特征认知是否清晰。Rosenberg (1979)将自

我概念定义为个体关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集合，本质上是一套关于自身的信念，涵盖对过去、现在和

未来的认知。Campbell 等人(1996)认为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能够清晰、自信地定义自己，并保持自我

概念的内容一致性、稳定性。Guerrettaz 等人(2014)指出，自我概念清晰性反映了一种信念，即个体了解

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清晰且充满信心。如果个体的自我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清晰性，那么其就会较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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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测生命意义感，进而会识别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并设定合适的生活目标(Shin et al., 2016)。 
其中是否进行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规划对于大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会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与成就

(Greene & DeBacker, 2004)。例如，未来规划较为清晰的个体，会产生较少的问题行为。同时，积极的未

来规划还可以增强个体对使用酒精和大麻的控制力，减少个体对酒精和毒品的使用意图(Stoddard & Pierce, 
2018)，降低个体的暴力行为(Stoddard et al., 2011)。 

自我决定理论指个体的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感对动机和行为的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能够增强学

生的自主性，使他们更愿意为实现未来目标而努力学习。未来自我连续性对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有直接影

响，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设定长远的职业目标，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实现这些目标。除

此之外，大学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还通过增强自我概念清晰性，间接影响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未来自我

连续性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更有信心去实现职业目标。有实证研究表明，未来自我连续

性有助于学生发展积极的职业抱负(Hershfield et al., 2012)，职业探索行为(Rutchick et al., 2018)，教育期望

(Adelman et al., 2017)和职业规划(Blouin-Hudon & Pychyl, 2015)。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本研究认为未来

自我连续性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密切相关。未来自我连续性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将当前的学习和

行动与未来的职业目标相联系，从而更清晰地进行职业规划。 
本研究假设未来自我连续性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有关，未来自我连续性可能会正向预测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通过对国内外未来自我连续性研究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有着显著的

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社会比较倾向(刘云芝等，2018)
和更积极的管理行为(赵慧童，2023)。此外，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杜晓鹏等，2017)。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的个体能够更清晰地定义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这种清晰性

有助于他们在面对未来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未来自我连续性在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未来自我连续性有助于提高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未来连续性可能正向预测学生的

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 
依据 Super的生涯发展理论，个体在青年早期形成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在成年后转化为生涯发展概念，

这说明自我概念与有计划的职业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关研究也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职业

生涯规划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沁园等，2023)。有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和较好感知自我特征

的人，能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并促使他们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职业行为。因此，自我概念清

晰性对于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我概念清晰性较高的个体在职业选择和规划过程中展现

出更强的决策能力和行动力(任小云等，2022)。 
Guerrettaz 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自我概念清晰度高的人具有更强的自我认同感，个体对自己的自

我认知充满信心，并且不易受到周围环境中信息的干扰。他们主要受内心对自己身份的清晰理解所引导。

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不仅有助于个体在职业规划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还能增强其在面对职业挑战时的

应对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职业目标。 
由此可见，较高的自我概念清晰性能够为个体带来更强的自我认同与自信心。研究表明，个体的自

我概念清晰性越高，其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往往越强。 
本研究认为，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较高的学生，通常会拥有更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积极的自我概

念清晰性可能会对学生的生涯规划能力产生正向影响。 
根据现有研究，个体的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如未来自我连续性)作为远端因素，通过近端因素(如

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效能感、自尊等心理认知特质)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同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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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过程是帮助个体适应环境以满足自身需求的重要手段，其中意识活动在个体需求与环境之间发挥着

关键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个人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自我清晰度显著影响其未来的工作行为。未来工

作自我清晰度可能通过增强自我概念清晰性，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未来职业取向(朱萍萍等，2014)。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未来自我连续性通过提升辅修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进而影响其

未来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综上所述，高水平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势必有利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发展，因此拟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探讨未来自我连续性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考察自我概念清

晰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体取样法从天津某高校辅修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施测，其中

共回收问卷 194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8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60%，其中男生 40 名(23.8%)，女生 128 名

(76.2%)，被试年龄分布 19~22 (20.45 ± 0.9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未来连续性量表 
采用 Ji et al. (2019)改编的九组圆圈图片来测量辅修大学生的未来连续性水平。每组图片包含左右两

个圆圈，左侧圆圈代表“现在的我”，右侧圆圈代表“未来的我”。从 1 到 9，两个圆圈的排列方式从完

全分离到完全重叠，分数越大表示未来自我连续性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中国被试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Ji 
et al., 2019)。 

2.2.2.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采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评估辅修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程度。该量表由 Campbell (1990)编制，

并经国内学者刘庆奇等人(2017)翻译和本土化修订。量表包含 12 个测量项目，采用 7 级计分制，得分越

高，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越强。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3。 

2.2.3. 职业生涯规划问卷 
职业生涯规划，采用职业适应量表和职业发展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 
生涯适应的测量采用《生涯适应量表》，该量表由 Savickas 和 Porfeli (2012)编制，经侯志瑾等人(2012)

翻译形成中国版本。量表包含 24 个评估项目，采用 7 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意味着生涯适应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6。 
采用职业发展自我效能量表的职业规划分量表开展测量工作。该量表由 Yuen et al. (2005)以中国香港

学生为研究样本编制而成，经实践验证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 

2.3. 统计学方法 

问卷使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并用 PROCESS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皆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为有效规避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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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sakoff et al. (2012)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展开统计验证。检验结果显示，首个

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38.611% (<40%)，这充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为探究本研究中未来自我连续性、自我概念清晰性、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现状，及各变量间关系，

进行描述性分析及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1 未来自我连续性 4.210 ± 1.874 -    

2 自我概念清晰性 3.907 ± 0.891 0.195* -   

3 职业发展效能感 5.199 ± 0.989 0.221** 0.220** -  

4 生涯适应 5.564 ± 0.866 0.220** 0.319*** 0.629*** -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如表 1 所示，职业发展效能感与未来自我连续性(r = 0.221,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概念清晰

性(r = 0.220,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且生涯适应与未来自我连续性(r = 0.220, p < 0.01)及自我概念清晰性

(r = 0.319, p < 0.001)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各维度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部分

研究假设由此得到初步验证。 

3.3.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 SPSS 软件中 PROCESS 插件的 Model 4 开展多元回归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以此探究自我概

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职业发展效能感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首先，针对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和职业发展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展开探究，具体结

果详见表 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efficacy 
表 2. 职业发展效能感的中介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因变量： 
职业发展效能感 

因变量： 
自我概念清晰性 

因变量： 
职业发展效能感 

β t β t β t 

未来自我连续性 0.117 2.918** 0.093 2.562* 0.098 2.432*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04 2.416* 

R2 0.049 0.038 0.081 

F 8.514** 6.565* 7.300*** 

 
由表 2 可知，在职业发展效能感方面，未来自我连续性能够正向预测辅修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效能感

(β = 0.117, p < 0.01)和自我概念清晰性(β = 0.093, p < 0.05)，自我概念清晰性对辅修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效

能感呈现显著正向预测关系(β = 0.204, p < 0.05)，同时未来自我连续性对职业发展效能感的直接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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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达到显著水平(β = 0.098, p < 0.05)。 
为进一步探讨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生涯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开展了相关分析，

具体结果详见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areer adaptation mediation model 
表 3. 生涯适应的中介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因变量： 
生涯适应 

因变量： 
自我概念清晰性 

因变量： 
生涯适应 

β t β t β t 

未来自我连续性 0.102 2.905** 0.093 2.562* 0.076 2.212*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79 3.871*** 

R2 0.048 0.038 0.128 

F 8.442** 6.565* 12.069*** 

 
由表 3 可知，在生涯适应方面，未来自我连续性对辅修大学生的生涯适应水平(β = 0.102, p < 0.01)及

自我概念清晰性(β = 0.093, p < 0.05)均呈现显著正向预测关系。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对辅修大学生生涯

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尤为突出(β = 0.279, p < 0.001)，同时未来自我连续性对生涯适应的直接预测效应也

达到显著水平(β = 0.076, p < 0.05)。 
进一步运用 Bootstrap 检验法，针对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辅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

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展开验证，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 4。 
 

Table 4. Bootstrap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表 4.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因变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SE 
Bootstrap 95%CI 

下限 上限 

职业发展效能感 

总效应 0.117 0.040 0.038 0.195 

直接效应 0.098 0.040 0.018 0.177 

间接效应 0.019 0.012 0.001 0.045 

生涯适应 

总效应 0.102 0.035 0.0323 0.171 

直接效应 0.076 0.034 0.008 0.144 

间接效应 0.026 0.014 0.003 0.057 

 
由表 4 可知，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对职业发展效能感的影响中的间接效应为 0.019，其

中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同时未来自我连续性的直接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自我概念

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职业发展效能感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未来自我连续性对生涯适应的影响中，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效应值为 0.026，

其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同样不包含 0，且未来自我连续性对生涯适应的直接影响亦显著，由此证实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生涯适应间同样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具体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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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图 1. 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各变量总体状况分析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辅修大学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这和吴峰(2022)的研究结

果一致，表明大学生对“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联系程度感知较高，对未来有思考和展望，视现在与

未来为连续整体，会关注自身发展方向并设定目标、制定计划。且选择辅修的大学生的追求更为多元积

极，对未来自我高度关注并付诸行动。他们对未来有清晰设想，会整合本专业与辅修专业路径，形成独

特实现思路，进一步强化“现在的我”与“未来的我”的联系，这促使他们在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构建进

程中展现出卓越表现。 
本研究发现，辅修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处于中上等水平，这一结果与郑彤(2024)的研究结论相契

合。究其原因，大学生正处于身份探索与自我建构的重要时期，该阶段特征或许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

因素。对于辅修大学生而言，虽身处新环境，面临离家以及辅修专业带来的融入新学术社交圈、满足双

重专业学术要求等额外挑战，但这些多元经历锻炼了他们整合信息的能力。在高度开放环境下，他们能

高效地把接触到的多元思想、价值观与文化观念，与本专业和辅修专业学习相结合并融入自我概念。在

兼顾双专业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更清晰、全面的自我认知体系，从而展现出较高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

平。 
辅修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效能感处于高等水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王洪军，白苏妤，2011)。

表明，辅修大学生受益于学校培养模式，因辅修拓宽知识技能领域，且在融入新学术社交圈、应对双重

专业要求时锻炼出更强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将多元思想观念高效融入专业学习与自我概念，构建更清晰

全面的自我认知体系。使其在就业竞争中更具竞争力，稳固职业效能感，职业发展潜力更大。 
同时，辅修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处于高等水平，这与众多研究的结果一致(杨银苹，2024；赵小云等，

2015)。表明，辅修大学生的生涯适应良好，在面对职业生涯的挑战时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准备程度。 

4.2. 未来自我连续性、自我概念清晰性与辅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关系分析 

4.2.1. 未来自我连续性和辅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水平越高，其职业发展效能感及生涯适应方面越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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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的预期以及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李蓉，2022)，表明，如果辅修大学生能够将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

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能意识到当下的自身状态对未来发展存在影响，便会在遭遇各类生涯困境时，展

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刘柳曦，2018)。同时，对自身职业发展能力更具信心，在面对各类职业挑战时，相

信自己有能力妥善应对并达成目标，保持较高的职业发展效能感。由此可见，未来自我连续性在大学生

的成长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且关键的地位。 

4.2.2. 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和辅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可通过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来间接影响其职业发展效能感和生涯适应

水平，且无论是在职业发展效能感还是生涯适应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与以往

研究相比有显著突破。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未来自我连续性对单一结果变量的影响，而本研究将结果变量

拓展为职业发展效能感和生涯适应水平两个维度，与 Savickas 和 Porfeli (2012)的生涯建构理论相呼应，

该理论强调职业发展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需要个体具备良好的效能感和适应能力。 
在中介机制方面，本研究与杜晓鹏等(2017)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其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通过自我概念

清晰性影响疼痛缓解，验证了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心理资源的重要作用。此外，陈沁园等(2023)发现正念

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本研究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职业发展

效能感和生涯适应水平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拓展了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职业发展领域的中介机制

研究。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强的辅修大学生能清晰感知未来，并借助学校培养拓宽知识

技能，在应对双专业要求时锤炼信息整合能力，融入多元观念构建清晰自我认知体系，从而提升自我概

念清晰性。为职业生涯规划筑牢基础，助其精准规划，全方位提升就业竞争力，稳固职业发展效能感，

增强心理调适和生涯适应能力。同时，也在提示我们，想要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不仅要增

强他们的未来自我连续性，还要提高他们的自我概念清晰性。 

4.3. 教育启示与对策 

根据上述的研究，可见提升大学生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与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可有效提高大学生对职业

发展效能感和生涯适应水平。因此，重视大学生的自我认知教育和强化生涯规划引导非常重要，具体的

对策可参照。 

4.3.1. 大学生个体层面 
1) 未来自我可视化训练 
基于 Hershfield et al. (2011)的年龄可视化实验，大学生可尝试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呈现 10 年后目标职

业场景(如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室环境、工作流程)，通过具象化未来自我增强当下与未来的心理联结，增强

自己的未来自我连续性。 
2) 周度自我反思清单 
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完善自我认知同样非常重要。例如：通过“本周辅修课程中应用的 3 项跨

学科技能”等问题进行系统性自我评估，有研究表明，此类结构化反思可显著提升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

进而优化职业决策能力(刘庆奇等，2017)。 
3) 职业目标体系构建 
结合 Parsons (1908)的职业选择理论，通过 SWOT 分析整合自身的主辅修专业优势，制定包含季度里

程碑的“双专业发展路线图”，形成短期(1~2年)技能提升与长期(5年以上)职业定位的目标链条(Neumark 
& Rothste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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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高校层面 
1) 系统性生涯教育课程 
开设至少 8 学时的“自我认知与职业定位”必修课，课程模块至少包括：① 自我–职业映射工作坊：

通过职业测评(如 Holland 兴趣量表)与 SWOT 分析，帮助学生建立专业技能与职业需求的关联(Savickas 
& Porfeli, 2012)；② 未来自我契约制定：采用导师制引导学生签署“双专业发展承诺书”，设置可量化

的进度指标(如每学期完成 2 项跨专业实践项目)，通过强化个体对“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连续

性感知，激发其为实现长远发展目标而主动投入当前学习的内在动机，从而驱动学业行为优化与表现提

升(Adelman et al., 2017)。 
2) 跨学科实践平台搭建 
积极组织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大赛，切实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助力其未来职业发展。

例如：“双专业融合”职业技能竞赛(心理学 + 市场营销专业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大赛)，进一步强化学生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职业能力的实践认知(杨银苹，2024)。 

4.3.3. 社会层面 
1) 提供生涯咨询服务 
社会专业咨询机构可以与高校合作，在校园内设立生涯咨询点。这些咨询点可以配备专业的生涯规

划师，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咨询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包括专业背景、兴趣爱好、家

庭环境等因素，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的生涯规划。 
2) 跨领域实习计划推动 
政府联合企业设立“辅修专业适配型”实习岗位(如法学 + 心理学专业可参与社区矫正项目)，并给

每人提供一定的实习补贴，通过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帮助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与职业实践深度结合，从

而更精准地认知职业环境与自身能力匹配度，进而优化职业规划路径并提升就业竞争力(Jackson & Edgar, 
2019)。 

3) 完善就业质量评估 
考虑在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中增设“辅修学生未来自我连续性指数”，包含：未来自我连续性和自我

概念清晰性指数(且权重 ≥ 5%)。同时，推动行业协会开发“双专业融合能力证书”，涵盖理论考试与跨

领域实践考核，持证者求职可享优先面试(Neumark & Rothstein, 2006)。 

4.4.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调查取样上，本研究样本量较少，且被试均来自同一地区、同一学校，

未来研究可适当增加样本量和抽样广度，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仅采用学生自

我报告方式研究未来自我连续性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影响，存在主观性及关联效度不足等局限，

未来研究可在问卷法基础上，引入未来自我贴现任务(Hershfield et al., 2012)、未来自我启动实验(Hershfield 
et al., 2011)等行为实验操纵未来自我连续性，以明确因果机制，还可结合眼动追踪、脑电监测等生理测量

技术，从生理层面辅助探究该影响。在测量工具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进行本土化修订，联合高校就业

指导中心，针对辅修学生特征修订职业发展效能感量表。 

5. 结论 

未来自我连续性正向预测辅修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效能感及生涯适应能力，同时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概

念清晰性进而影响其生涯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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