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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要求人们要能够适应变

化甚至促进变化。 我国人才发展纲要指出“学生适应社会和

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重要问题，增强毕业

生的适应能力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提升研究生的职业适

应性， 促进研究生适应从学生到职业人和社会人的转变，已

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创新能力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自提倡创造力

课题以来，有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于创造力的内涵解释仍有不同的理解。 吉尔福特认

为发散思维就是创造力。 吉尔福特认为创造力包括发现新问

题的能力，对问题的敏感度、灵活性、流畅性、再确定性，独创

性与洞察力。 美国心理学家洛温菲尔德（V.Lovenfeld）认为创

造力是由多种心理能力构成， 其组成部分包括个性和人格

“能力”因素等，综合心理能力的表现就是创造力。 Feist 则指

出创新能力是“新颖而且适于作为问题解决的方法”。 颜建勇

认为创新能力主要是“求新”的能力，主体能够在强烈的创新

意 识 指 导 下 界 定 和 分 析“不 新”的 能 力，对 问 题 形 成 独 到 见

解，同时客观描述自己“新”成果的综合能力。 陈新忠等指出

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运用自身知识和当前的形势条件，在科

学研究上创造性地了解、分析、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董泽

芳等认为创新思维、创新人格以及知识技能等一系列因素构

成了创新能力，并认为人人都具备创新能力，只是程度有所

不同。 臧兴兵等指出应试教育的积弊、高校扩招引起的“稀释

效应”、 高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以及浮躁的社会风气是

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四大制约因素。 姜友芬提出影响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导师队伍。 王得忠等认为研究

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需要良好的学习、人文和制度环境。 吴宏

翔认为我国当前研究生创新能力整体较弱，主要体现在较少

参加科研活动、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不多、学术成

果质量较低、原创研究成果不多等方面。 袁本涛认为创新能

力较低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其表现

为创新意识差、创新成果少等方面。 张胤通过调查得出我国

高校在培养硕士研究生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方

面有所欠缺。

（二）职业适应性

国 内 外 学 者 对 职 业 适 应 性 （Career Adaptability）的 概 念

各执己见。 最初，职业适应性的概念由国外学者苏泊（Super）

和纳赛尔（Knasel）首次引入成为成人职业发展的中心结构。

苏 泊 （Super）和 纳 赛 尔 （Knasel）首 次 将 职 业 适 应 性 （Career

Adaptability）定义为应对工作改变和工作环境的准备性。 其

后，沙维卡斯将职业适应性定义为做好相关准备，去应对在

准备和参与工作时可预知的任务，去应对由于工作和工作条

件的改变而带来的不可预知的调适。 罗定豪斯（Rottinghaus）

在将职业适应性定义为一种规划和调节的趋势，该趋势影响

了个体对自我能力的看法，使个体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规划

和工作责任，特别是在面临突发事件时。 伊萨克森（Isaacson）

和布朗（Brown）认为职业适应性是能够让个体发现自己的能

力去面对、追求和接受不断变化着的职业角色。 社会学家袁

方从社会化理论的角度，认为职业适应是一种劳动者的社会

化，是个人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田燕秋指

出职业适应性的内涵包括员工与职业本身两个角度：前者指

员工的个性特征必须满足其具体职位的要求；后者指特定的

职业对于员工的个体特征的特定要求。

二、研究假设

创新能力是一种多元能力，包含创新意识、思维能力、创

造能力、实践能力等。 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核心，也是创新

能力形成的前提。 学者普遍认为创新思维是能够提出问题的

思维方式或思维状态。 职业适应性是个体与某一特定职业环

境进行互动、调整以达到和谐的过程；个体在面对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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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化

系数
t p R2 调整 R2 F

B 标准误 Beta

常数 0.963 0.119 8.061 0.000**

0.775 0.772 262.900**创新学习能力 0.251 0.059 0.300 4.263 0.000**

创新思维能力 0.524 0.060 0.613 8.709 0.000**

因变量：职业适应性

* p<0.05 ** p<0.01

环境时，如何通过磨合与努力来适应环境，最终实现个体需

求的满足和组织满意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个体的态度、信念

以及各种能力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会影响到他们应对或适应

各种职业角色的某些具体行为。职业适应性主要包括职业认

知能力和职业基本技能。 具体而言，职业认知主要包括个体

对未来的考虑、认识到当前选择的重要性、职业准备与计划、

抗 压 能 力 的 培 养、决 策 能 力、对 自 己 负 责、不 断 探 索 周 围 环

境、关注机会、探索方法等。 职业基本技能包括有效率、仔细

地办事，不断学习新技能、新方法，主动表现，克服困难、解决

问题等。Kracke 发现自我效能感、规划性、新经验开放性和低

激惹性与职业探索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显著水平。丁卓华提

出个人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分析性思维能力，对职业适应

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综上，学习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对职业

适应性具有影响作用。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研究生创新学习能力对职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H1a：研究生创新学习能力对职业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H1b：研究生创新学习能力对职业基本技能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H2：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对职业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H2a：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对职业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H2b：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对职业基本技能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三、问卷设计及数据分析

（一）问卷设计

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 SPSS 22.0

进行了数据分析。问卷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 35 个题

项，分别是创新能力 14 个题项和职业适应性 21 个题项。 其

中创新能力又分为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职业适应

性分为职业认知能力和职业基本技能；第二部分是关于被试

的个人信息。 本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分析，数

字由 1~5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完全同

意。

（二）数据分析

1.人口统计特征。 本次问卷通过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随

机发放，共回收 160 份问卷，其中 156 份为有效问卷。其中男

生占 39.7%，女生占 60.3%。 多数被调查者年龄在 18~35 岁

之间；月收入 2000 元以下占比 55.1%。 研究发现研究生创新

力和职业适应性的均值多在 3.5 左右。

2.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问卷

测量项目进行检验。 本研究的创新能力量表的 Cronbach’s a

系 数 为 0.948， 职 业 适 应 性 量 表 的 Cronbach’s a 系 数 为

0.951，说明本问卷各题项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其结果可

以 信 赖 。 效 度 检 验 结 果 表 明 创 新 能 力 量 表 的 KMO 值 为

0.955，职业适应性量表的 KMO 值为 0.949，表明问卷效度良

好。

3.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皮尔逊（ Pearson） 积差相关分

析方法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性”各因素进行相

关分析。 结论为创新学习能力和职业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系

数值为 0.797，且 呈 现 出 0.01 水 平 的 显 著 性，说 明 创 新 学 习

能力和职业 认 知 能 力 存 在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系， 假 设 H1a 成

立。 创新学习能力与职业基本技能的相关系数为 0.774，说明

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1b 成立。 创新思维能力

和职业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807， 说明两者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2a 成立。 创新思维能力与职

业基本技能的相关系数为 0.857， 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假设 H2b 成立。

4.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作

为自变量， 将职业适应性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

析。 从表 1 可知：模型 R 平方值为 0.772，意味着创新学习能

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可以解释职业 适 应 性 水 平 的 77.2%变 化

原因。 说明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会对职业适应性水

平产生影响。 具体分析可知：创新学习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0.251， 意味着职业基本技能会对职业适应性水平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关系；创新思维能力的回归系数值为 0.524，其模

型公式为：职业适应性水平= 0.251×创新学习能力+0.524×创

新思维能力。

表 1 创新能力与职业适应性回归分析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首先， 研究生创新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性具有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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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生的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均对其职业适

应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关系，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越强，

其职业适应能力可能也更强，但影响程度明显不同，创新思

维能力的影响程度更大。 研究生的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

能力越强，其职业适应性也会越强。 因此，为提高研究生的职

业适应性需要重点关注研究生的创新思维。 最后，研究生创

新能力以及适应能力普遍不强。 研究生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

性的均值多在 3.5 左右，说明其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性水平

不高；发现研究生创新能力不高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培养目标

定位不明确，创新意识薄弱，往往拘泥于被动学习，创新与实

践结合的能力不强，研究生职业适应性较差。

（二）建议

研究生难就业的原因并不是人才过多，而是由于学生不

能适应职业发展的需要。 这不仅影响着学生的就业，也影响

着学生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 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提

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职业适应性，尽量缩短其未来的职业

“磨合”期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题。

1.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提出科学

问题并借助实验实践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大多数旅游类研

究生习惯于被动学习，不善于主动思考，缺少自主创新的能

力。 导师在旅游活动以及旅游学习过程中更加需要注重引导

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转变思维方式，从多个角度去看待

问题。 激励同学们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勇于批判、不

怕失败。 在科研过程中导师团队或者科研小组可以定期开展

学术讲座、学习交流会，将自己平时在学习中观察到的现象

以及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大家沟通交流。 在教学培养方面，

可尝试多种毕业论文的形式，如研究生可以用岗位挂职工作

总结或者自身的实践案例经历代替传统论文。

2.通过实践教学提高研究生创新学习能力。 提高研究生

的创新学习意识，可以通过开展以鼓励创新学习为主题的校

园相关活动，对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等相关创新成果进行奖

励。营造积极创新的氛围，开展相关的学习活动。旅游学科的

社会性、实践性决定了旅游类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必须要加

强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 同时，旅游类的研究课题多来源

于社会实践。 因此，研究人员包括老师、学生都需要深入实践

过程中去了解、分析和掌握实际问题，并通过对自身专业知

识的应用与创新，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加强实践环节，是提

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关键一步。 学校需要重视实践课

程，增加相关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在研究

生的培养过程中，可以通过聘请相关行业部门、企业的领导

或者专家参与旅游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为学生的实践考

察、科研调研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3.提高职业基本技能和职业认知能力。 研究生应该掌握

系统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有坚实的专业

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门知识做后盾。 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才

能把问题置于广阔的视域里思考，只有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

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思考问题。 另外，拥有独立担负专业工

作的能力， 这样才能保证步入职场之后有能力独立完成工

作。 所以，研究生要不断给自己充电，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对自身与目标职业的正确认识是提高其

职业适应性的起点， 结合社会现实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在

求职中既不抬高也不贬低自己，避免出现过高的自我期望值

或自卑心理所带来的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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