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对象 ,因此 ,在胜任特征中有单独的 "军事素

质 "一项 ,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的适用性。军事素质

实际上意指良好的体魄和较强的个人约束力与组织

纪律性 ,这些同样是人力资源管理及现代药学实践

认可的个人必备素质。

3. 3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从社会需求和外部评

价角度研究了药学生的核心素质和胜任特征。事实

上 ,接受教育者 (药学生 )也应参加到研究中来。在

下一步的研究中 ,应开展在校生和往届毕业生对核

心素质和胜任特征的态度研究。本研究征集了药品

监督管理、医疗机构和药品技术检验等领域专家的

意见 ,但未能将医药产业专家纳入咨询对象中来。

因此 ,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应当扩大咨询的专家的

专业领域 ,对研究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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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药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取向及特点。方法 :运用修订后的萨帕职业价值观量表对复旦大学药

学院 2007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 ,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药学生职业价值观更多受到宏观社

会文化的影响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药学专业特点。结论 :药学教育应积极倡导良好的职业价值观 ,为医药行

业和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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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Understanding the work values O 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M ethods: Inves2
tigating on the 4 th grade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of Fudan University using the revised Super’s work values inventory and analyzing the

data. Result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ulture, pharmaceutical students’work value has no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Con2
clusions: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 whole society, good work values should be p romoted in pharm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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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是人类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

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 ,它通常是充

满感情的 ,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 ,对个

人的行为及其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职业价值

观 (work values)是个人追求与职业有关的目标 ,以

及在从事工作时所追求的职业特质或属性。黄希庭

等 [ 1 ]认为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

表现出来的评价 ,它是人生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

反映 ,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职业价值观

既表现在人们的择业观上 ,也表现在具体的工作态

度上。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职业价值观与个体职

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和道德判断均有一定程度的相

关性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到工作绩效。因此 ,

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组织 ,了解其职业价值观 ,并尽可

能保证职业价值观与工作的匹配 ,将有利于个体和

组织的良好发展。本研究旨在探讨药学生职业价值

观的取向和特点 ,以便为药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

价值观塑造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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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复旦大学药学院 2007届本

科毕业生问卷调查。共发放职业价值观量表 78份 ,

回收 67份 ,回收率 85. 90%。有效问卷 67份 ,有效

率 100%。应用 excel软件将问卷表数据录入 ,并进

行统计分析。研究方法采用宁维卫修订过的萨帕

( Super)职业价值观量表 [ 1 ] (Work Values Inventory,

简称 WV I) ,修订后的量表既适用于在职人员 ,也适

用于学生。萨帕将职业价值观分成 3个维度 ,即内

在价值 (与职业本身性质有关的因素 )、外在价值

(与职业本身性质无关的因素 )和外在报酬 (在职业

活动中能获得某种满足的因素 ) ,每个维度下又细

分为若干个价值尺度 ,共有 15个。它们的含义分别

是 :“生活方式 ”指希望工作能带来消遣、休息或享

受的生活方式 ;“经济报酬 ”指希望通过工作获得优

厚的报酬 ;“成就 ”指不断完成自己的目标 ;“工作环

境 ”指希望有优越的工作条件 ;“同事关系 ”指希望

与同事的相处感到愉快 ;“独立性 ”指工作时不受他

人的干扰 ;“变动性 ”指希望工作内容丰富多彩 ;“利

他主义 ”指希望工作能为大众谋利 ;“创造性 ”指希

望工作能不断产生新想法和新东西 ;“声誉 ”指希望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监督关系 ”指希望与上级容易

相处 ;“安全性 ”指希望工作稳定 ;“美感 ”指希望工

作能追求美的东西 ,得到美的享受 ;“智力激发 ”指

希望工作中充满困难和挑战 ;“管理 ”指希望通过工

作能获得对人、事的支配权。每个价值尺度都通过

四个问题来测量 ,共 60题。测量采用五级评分法 ,

分别为“很重要 ”分、“较重要 ”4 分、“不能确定 ”3

分、“不重要 ”2分、“极不重要 ”1分。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药学生职业价值尺度得分的总体情况 　67份

有效问卷中 ,男生 34 人 ,占 51% ,女生 33 人占

49% ;上海学生 29人 ,占 57% ,外地学生 38人 ,占

43%。按照平均分排序 ,药学生最为看重的工作价

值是生活方式、经济报酬和成就等 ,各价值尺度的重

视程度如表 1所示。按价值维度打分 ,内在价值平

均得分 14189 分 ,外在价值 15136 分 ,外在报酬

15161分。

由表 1看出 ,在得分排序最高的 5项价值尺度

中 ,除“成就 ”属于内在价值外 ,“生活方式 ”、“经济

报酬 ”、“工作环境 ”、“同事关系 ”均属于外在价值或

外在报酬。说明药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外在价值和外

在报酬高于内在价值。

2. 2　职业价值取向受社会宏观文化的强大影响 　

本研究与杨慧 [ 2 ]对华中科技大学 201位本科生的职

业价值观的研究进行了比较 (见表 2) ,表明大学生

的职业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重视“生活方式 ”、

“经济报酬 ”、“成就 ”、“同事关系 ”等价值。这说明

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 ,社会宏观文化具有强大的

整合同化能力 ,其他影响职业价值观的因素只在有

限范围内产生作用。

表 1　药学本科毕业生的各职业价值尺度得分排序

价值维度 价值尺度 平均分 标准差 排序

内在价值 成就 15. 91 2. 186 3

独立性 15. 55 2. 176 6

利他主义 15. 03 2. 431 8

创造性 14. 88 2. 579 9

美感 14. 55 2. 524 13

智力激发 14. 42 2. 068 14

管理 13. 84 2. 993 15

外在价值 工作环境 15. 76 2. 547 4

同事关系 15. 64 2. 158 5

变动性 15. 22 2. 248 7

监督关系 14. 79 2. 755 11

外在报酬 生活方式 16. 60 2. 263 1

经济报酬 16. 30 2. 125 2

声誉 14. 88 2. 093 10

安全性 14. 67 2. 156 12

3　讨论

3. 1　大学生正处在职业价值观的形成期 ,其职业价

值观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尽管药学生的职业价值

观主要受宏观社会文化的影响 ,但是 ,专业教育亦有

不可忽略的影响。郑伦仁等 [ 3 ]曾对全国 14所高校

1 044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 ,文

科生和理科生职业价值观尺度的重要性顺序显著相

关 ,但在某些尺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如文科生对美感

和成就的评价高于理科生 ,理工科大学生对变动性

的评定高于文科大学生。孟续铎 [ 4 ]
2006年对北京

地区 25所大学 425名应届毕业生的职业价值观调

查发现 ,不同专业大学生在职业价值观的某些因素

上有显著差异 ,如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看重工作的自

由性和经济报酬 ,法哲类大学生则对社会声望与地

位特别看重。

3. 2　药学生职业价值观呈现外在价值高于内在价

值的倾向 ,可能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有关 　现

实生活表明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对职业行为具有不

同影响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 ,有外在动机倾向的个体

在工作雇佣期有如下表现 :偶然性习得比较粗糙、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降低 ;得到的知识比较粗糙 ;比较

急躁、刻板 ;需要打破工作定势时的固化思想较高 ;

在变化的工作中创造力较低。此外 ,有外在动机倾

向的人 ,经常是服从权威的 ,或想得到奖赏的 ;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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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动机倾向的人 ,经常是独立的 ,不迷信特权的 ,

自信的。曹娟 [ 5 ]〗进行的教师的职业需要与教学成

效的相关研究发现 ,优秀教师比一般教师更注重职

业的内在价值。因此 ,帮助药学生发掘职业的内在

价值 ,将职业与兴趣、能力相结合 ,将更有利于发挥

他们的潜力。

表 2　两项职业价值观研究结果的比较

价值尺度
2007复旦大学药学院本科毕业生 ( n = 67)

平均值 标准差 等级

2006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 ( n = 201)

平均值 标准差 等级
Z值

生活方式 16. 6 2. 263 1 15. 92 2. 391 2 2. 100①

经济报酬 16. 3 2. 125 2 15. 72 2. 19 4 1. 920①

成就 15. 91 2. 186 3 15. 98 1. 869 1 0. 235

工作环境 15. 76 2. 547 4 14. 73 2. 373 11 2. 915②

同事关系 15. 64 2. 158 5 15. 87 2. 048 3 0. 765

独立性 15. 55 2. 176 6 15. 36 1. 919 8 0. 637

变动性 15. 22 2. 248 7 14. 59 2. 534 12 1. 923①

利他主义 15. 03 2. 431 8 15. 65 2. 09 5 1. 870①

创造性 14. 88 2. 580 9 15. 38 2. 485 7 1. 386

声誉 14. 88 2. 093 10 15. 46 2. 112 6 1. 960①

监督关系 14. 79 2. 755 11 14. 51 2. 362 14 0. 746

安全性 14. 67 2. 156 12 13. 61 2. 676 15 3. 271②

美感 14. 55 2. 524 13 15. 26 2. 006 9 2. 093①

智力激发 14. 42 2. 068 14 14. 86 2. 286 10 1. 468

管理 13. 84 2. 993 15 14. 58 2. 531 13 1. 819①

1) Z0. 05 (45) = 1. 68 ; 2) Z0. 01 (45) = 2. 01

3. 3　通用职业价值观量表可能无法满足药学生核

心职业价值观的测量 　尽管在重要价值尺度的排序

上 ,药学生与普通大学生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 ,但

在一些具体价值尺度的评分上两者仍表现出一定差

异。如药学生对“生活方式 ”、“经济报酬 ”、“工作环

境 ”、“变动性 ”、“安全性 ”的评价较普通大学生高 ,

而对“利他主义 ”、“声誉 ”、“美感 ”、“管理 ”的评价

较普通大学生低。由于本研究的样本较小 ,范围有

限 ,可能存在某些偏差。此外 ,目前的大学生职业价

值观研究大多是在不同院校开展 ,造成结果差异的

原因也可能是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因此 ,药学生

的核心价值观仍需更多的对照研究来帮助判断 ,或

设计专门的药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

4　结语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不仅对个人 ,对组织和

行业的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青年职业

价值观形成中的一环 ,学校专业教育应积极倡导与

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职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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