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讲
                          

                         职业价值观澄清与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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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请同学们写下理想的三个职业，分别写在三张名片大

小的纸片上：职业A、职业B、职业C。             

u将这三张纸任意分成两堆：一堆有一张，另外一堆有

两张。请想一下：这两张在什么地方是相似的，而这

个相似处正好相异于另外一张？写下这些相似点与不

同点，然后，改变不同的排列与组合，用同样的方式

进行。

小练习

我
心
目
中
的
好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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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C

小练习

我
心
目
中
的
好
工
作

职业B

职业A

·对社会有利

·对个人有利

·与人沟通

·独立工作

·报酬高

·助力升迁

·单一

·有创造性

·按部就班

·过程刺激

·过程安逸√

√ √

√

√
·多样化

u请同学们在

这些因子中勾

选出职业选择

中看重的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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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练习

“好工作”标准：

工作环境好
稳定

报酬高 社会地位高

压力适度
有挑战性自由

发展空间大

我
心
目
中
的
好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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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价值观的概念

何
为
职
业
价
值
观

“一个人的美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u 价值观，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原则，标准或品质。简而言之

，就是人们对事物好坏对错的判断。通俗点说，当我们说某样东西对自己

很重要或者意义重大时，就是在陈述一种价值观。

u 职业价值观（Super，1970），是个人追求的与工作有关的目标，亦即

个人在从事满足自己内在需求的活动时所追求的工作特质或属性，她是个

体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反映。



*

职业价值观的特征

何
为
职
业
价
值
观

价值观

价值观指向的对象是能够满足
主体需要的事物或行为。

价值观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和了解，不能凭空想象。

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
价值观是因人而异的，其本身
没有好坏之分。



*

职业价值观与职业
工
作
适
应
︵
罗
圭
斯
特
与
戴
维
斯
︶

能力

需要

个人 工作

增强系统

技能要求

外在满意

内在满意适配度

适配度 升迁

调职

解雇

留任

留职

辞职

工作持久

新工作

增强系统

技能要求

Ø  当工作环境能够满足个人的需求时，个人会感到“内在满意”；
Ø 价值观是衡量“内在满意”的重要指标，它与个人的职业满意度、工作适应性以及职业

稳定性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

探索职业价值观的意义

个人明晰职业价值观，可以使个人的生
活、职业行为更具有意义、更有方向感
。

职业价值观是人的过滤器。

职业价值观有助于我们做出满意的
职业决策。

职业
价值观



*

联系实际，树立合理的职业价值观

钱多事少离家近，

位高权重责任轻。

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所以，对一个选择的评估，需要看到双面性，更要看到

其真实的一面。

好工作的标准——

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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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对职业因子的划分：

一、内在职业价值，是指与职业本身有关的一些因子，
      如职业的创造性、独立性等

二、外在职业价值，是指与职业本身性质无关的一些因素，
      如工作环境、同事关系、领导关系及职业变动性等，

三、外在报酬，包括职业的安全性、声誉、经济报酬和职业所
带来的生活方式等



*

舒伯的15项职业价值因子

利他主义 为了他人的福利做贡献

美的追求 制作美丽的物品并将
美带给世界

创造 发明新事物、设计新产
品或产生新思想

对智力的激
励

独立思考，了解事物怎
样运行和作用

成就感 获得做好工作的成就感 独立自主 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或
快或慢随自己所愿

声望地位 有地位、受尊敬，能引
发别人敬意 管理的权

力
计划并给别人安排任务



*

舒伯的15项职业价值因子

经济报酬 报酬高，能拥有想要的事物 安全
不太可能失业，即使在经济

困难的时候也有工作

工作环境 在怡人的环境里工作

与上级关系
在一个公平并能与之融洽相处的管理者手下工作，和老板
相处融洽

同事关系 与喜欢的人接触并共事

生活方式
按照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 多样性 在同一份工作中有机会尝试
不同种类的职能



*

小活动：价值交换

1.在舒伯的15项职业价值因子中，写下5个最认可的价值因子，
并思考为什么选择这些价值因子？

2.将选出的这5条价值因子分别写在5张小纸条上，在纸条的反
面给每条价值因子下定义，即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满意？

3.按照重要性1－5分（1表示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给这些价值因子赋值，思考为什么是这样？

选择过程



*

交换过程

1.如果不得不放弃其中一条，你会放弃哪一条？
         将准备放弃的这一条与班内其他一名同学交换。保留别人给你的，放在
一边。

 2.如果你不得不继续放弃剩下四条中的一条，你会放弃哪一条？
         再次与班内另一名同学交换。

小活动：价值交换



*

利他主
义

美的追
求

创造
对智力
的激励

成就感
独立自

主
声望地

位
管理的
权力

经济报
酬

安全
工作环

境
与上级
关系

同事关
系

生活方
式

多样性

美的追
求

创造

独立自
主

工作环
境

同事关
系

小活动：价值交换



*

美的追
求

创造

独立自
主

工作环
境

同事关
系

标准or定义

标准or定义

标准or定义

标准or定义

标准or定义

4

2

3

4

3

小活动：价值交换



*

美的追
求

创造

独立自
主

工作环
境

同事关
系

4

2

3

4

3

4

3

3

5

3

经济报
酬

成就感

多样性

与上级
关系

管理的
权力

成就感

管理的
权力

小活动：价值交换



*

美的追
求

创造

独立自
主

工作环
境 4

同事关
系 2

3

4

3

4

5

3

3经济报
酬

多样性

与上级
关系

管理的
权力

3成就感

管理的
权力

小活动：价值交换



*

小活动：价值交换

1. 你最后留下了哪一条？为什么它是你无论如何都不愿意

放弃的？

2. 你交换得到了哪些价值因子？它们对于你来说重要么？

3. 通过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讨论过程



*

价值交换·讲解

价值观包含内容和强度两种属性1
启发点

内容属性：何种行为模式或事物的最终状态是比较重

要的，如挑选出的不同价值因子；

强度属性：其重要程度，如我们对于挑选出的价值因

子的赋值。



*

价值交换·讲解

给予挑选出的价值因子以定义和标准，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规则2
启发点

       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意义是怎样去定义它，我们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
它，而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它

原则
达成目标

阻碍目标

能掌握的

不受控制的

让自己感到快乐

不感到痛苦



*

价值交换·讲解

价值交换的过程正是预演了我们和职业世界的互动过程3
启发点

   交换过程体验真实的失去的感觉，没有一种生活

方式或职业状态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在面对复

杂的选择情境时，一步步将略显不重要的、可以放弃

的价值去除，剩下的是自己最为看重的要素



*

价值交换·讲解

坚守与妥协的统一平衡4
启发点

保留最重要的

底线     坚持

接纳交换得到的

调整自我    有所妥协



*

价值交换·讲解

价值观是有层次和远近的5
启发点

       有些价值因子处于核心位置，有些处于边缘

状态，这是价值观的层次；在从核心到边缘的价

值观体系中，有的可能会被我们置于时间坐标轴

的远端，有的处于近端，从远到近，可能又呈现

出一个连续的时间状态

在价值观体系中，不仅仅是重要——不重要一个维度，还可以衍
生出目标——过程、远——近等不同的维度。

近

远核心
价值观

边缘



*

       是一种期望存在的终极状况，是一个人
希望通过一生而实现的目标。

终极价值观与工具性价值观：
（美国心理学家洛克奇，1973）

是偏爱的行为方式或实现终极价值的手段。

终极价值观

工具性价值观



*

终极价值观与工具性价值观：
（美国心理学家洛克奇，1973）

工具性价值终极性价值

1．舒适的生活  10．内心的和谐

2．多姿多彩的生
活

 11．成熟的爱

3．成就感  12．国家安全

4．和平的世界  13．愉快

5．美丽的世界  14．心灵超脱

6．平等博爱  15．自尊

7．家庭安全  16．社会赞许

8．自由  17．真诚的友谊

9．幸福  18．智慧

 1．有志气、有抱负 10．有想象力

 2．心胸开朗 11．独立

 3．能干 12．聪明

 4．爽朗、愉快 13．有条理

 5．整洁 14．亲爱

 6．勇敢 15．服从

 7．宽恕 16．礼节

 8．服务 17．负责

 9．真诚 18．自制



*

终极价值观探索

帮助别人

感觉自己有用

存在的价值

……

表层价值

核心信念

生命底层中最珍视的价值

台湾学者吴芝仪将其命名为“自我存在”



*

价值交换·讲解

辨别真实价值观与想象价值观6
启发点

      在价值交换中，需要提醒自己：通

过活动澄清出来的“价值观”，是我们

实际生活中真实的价值观（真正花费时

间、精力最多的部分），还是自认为重

要却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很远的部分。



*

真实的“价值”需要具备以下一些基本元素（拉舍，1966）

澄清价值观是否是个人的真实的价值观

① 选择 
· 它是你自由选择的，没有来自任何人或任何方面的压力吗? 
· 它是从众多的价值选项中挑选出来的吗? 
· 它是在你思考了所做选择的结果后被挑选出来的吗?
 ② 珍视 
· 你是否珍爱你的价值观，或者为你的选择感到自豪? 
· 你愿意公开向其他人承认你的价值观吗? 
③ 行动 
· 你的行动是否与你选择的价值观一致？ 
· 你是否始终如一地根据你的价值观来行动? 



*

什么人可以真正得到心仪的工作机会

内部
心仪的目标！

有坚定的信念！

有绝对的实力！

有可靠的信息渠道！

外部
有实在的机会！

32



*

课后推荐

电视节目： 波士堂——2011我要加薪

书籍： 《职业锚》



Make the change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