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职业生涯咨询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校设立了职

业生涯规划课程，心理咨询也包括了职业生涯咨询的服务

项目。目前，国内的职业咨询服务，主要是以霍兰德职业

兴趣理论为基础，对来访者施测SDS或VPI统计，得出来访

者SDS或VPI的分数结果及职业代码，寻找其职业代码所对

应的一系列职业，便予以结束。由于这种职业咨询模式主

要使用了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对帮助来访

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除了来访者的职业代码之

外，来访者的SDS结果中蕴藏着很多其它有用的信息——第

二系列概念。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就能更好地帮

助来访者。本文通过结合“小Z”的职业生涯指导实例，说

明如何应用来访者SDS结果中更多有用的信息。

职业生涯咨询师通常使用的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包括

四个核心思想：①有六种职业兴趣类型，分别为：现实型

（R），研究型（I），艺术型（A），社会型（S），企业

型（E），常规型（C），兴趣类型与人格类型是对应的；

② 有 六 种 与 兴 趣 类 型 （ 人 格 类 型 ） 相 对 应 的 工 作 环 境 类

型；③人们寻找一种能够发挥其技能和能力、表达其态度

和价值观并承担适当的问题与任务的环境；④人格与环境

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人的行为。

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中重要的第二

系列概念有六个，分别是：对等性，一致性，分化性，聚

合性，通俗性，总分。它们各自的涵义及在职业生涯咨询

中的重要作用如下：

1.对等性（congruence）

指人格类型与环境类型的匹配程度。例如：C型的人在

C型的工作环境中，其对等性高；而C型的人在A型的工作

环境中，其对等性就低。根据Holland的假设，对等性高的

人，其职业满意度则越高，职业的稳定性越高，职业成就

也越高，否则相反。在SDS中，对等性可以反映为职业志向

部分表现出的兴趣与SDS总分评估的兴趣这两者之间的一致

性程度。也就是说，职业咨询中可以通过检验这两者之间

的一致性程度，来测定出当事人的对等性程度。

2.一致性（consistency）

指个人的职业代码的第一个类型与第二个类型之间在

心理上的一致程度。也就是第一个类型与第二个类型在六

边 模 型 上 的 关 系 ： 相 邻 关 系 （ S E ， EC，CR，RI，IA，A

S），相隔关系（SC，ER，CI，RA，IS，AE），相对关系

（SR，EI，CA）。两类型为相邻关系则一致性水平高，为

相 隔 关 系 则 一 致 性 水 平 中 等 ， 为 相 对 关 系 则 一 致 性 水 平

低。Holland认为：一致性水平高的个体，会比较容易选择

到 合 适 的 职 业 ； 而 一 致 性 水 平 低 的 个 体 ， 会 出 现 择 业 困

难，犹豫不决的情况。

3.分化性（differentiation）

指六种类型之间的差异程度，用Holland代码中最高分

与最低分差的绝对值表示。Holland认为：最高分代码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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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代码之间的差值小于8，则为分化性水平为低。分化性

越高，表示其职业兴趣越集中；反之，表示职业兴趣较为

分散。分化性低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六种类型分数普遍

都很高，表现出这个人对什么职业都有兴趣；一种则是普

遍都很低，表现出对什么职业都没兴趣。职业咨询中要针

对当事人的不同的分化性水平的情况，确定出不同的咨询

方案。

4.聚合性（coherence）

指的是个体各个职业志向之间的相似性。职业生涯咨

询中可以通过检验来访者的各个志向的代码，是否是同一

个字母来确定出志向的聚合性水平。具有高聚合性水平的

当事人在未来很有可能从事以该字母为开头的职业。聚合

性指标还反映出当事人的工作偏好，低聚合性水平的当事

人具有不同的工作偏好。

5.通俗性（commonness）

SDS代码的通俗性通过检验该代码在常模组中测得的

人数比例，也就是说，在同一年龄、同样性别、同样的教

育背景下，有多少比例的人和你是一样的代码。SDS代码的

通俗性与职业选择的稳定性存在相关，通俗性越高，职业

选择越稳定。

6.总分

是指SDS的RIASEC六个分量表的得分的总和。国外的

研究证实：量表总分与人格因素相关联。Fuller的研究结果

显示出：量表总分和经验的开放性，视野的开阔性，低抑

郁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具有显著高量表总分

的当事人将更愿意考虑呈现给他或她的选择，更开放，更

愿 意 共 同 讨 论 这 些 选 择 ， 并 且 很 少 表 现 出 抑 郁 的 迹 象 。

Holland计算出的高低量表总分水平如下：高量表总分水平

（男＞150；女＞147），平均水平（男：129～149；女：

128～146），低量表总分水平（男﹤128；女﹤127）。

值得注意的是，量表总分这个概念需要和分化性一起

考虑。同一量表总分可以拥有高低两种分化性水平。如：

总分均为70，代码均为SEA，高分化性水平的SDS结果为：

R=6，I=5，A=9，S=30，E=16，C=4； 低 分 化 性 水 平 的

SDS结 果 为 ： R=10， I=6， A=14， S=17， E=15， C=8。

Reardon的研究结果证实：低量表总分不等同于低区分度，

而高量表总分不等同于一个多样化潜能的个体，即一个拥

有丰富才能，兴趣和选择机会的个体，因为量表总分水平

可能是高的，但是可能是有分化性的或是无分化性的。

对 霍 兰 德 职 业 兴 趣 理 论 中 第 二 系 列 概 念 的 探 索 ， 使

SDS不仅仅只是一个评估或测验，更是一个类似于职业规

划的活动。Reardon认为探索第二系列概念的意义将成为分

析当事人如何参与到现实的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要途径。

小Z是一名19岁的大一土木工程专业男生，他第一次咨

询的时间是大一上学期结束时。小Z在家中是独生子，母亲

经营一家小店，父亲是司机。小Z来咨询的原因是：他不能

够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土木工程

这个专业未来的职业方向感到迷茫，觉得选择太少；自己

是否可以再修一门专业？在与小Z进行一系列的交流之后，

笔者发现小Z对自己的了解（自知）、对所学专业的了解、

对职业的了解都不是很清晰。在向小Z解释了SDS这个测验

之后，一致同意实测SDS。小Z的SDS结果如下：

SDS各 分 量 表 总 分 ： R-21；I-21；A-15；S-22；E-

22；C-19

缩写代码：SERI（习惯上我们取前三个最高分代码，

但是小Z的R和I同分，所以取四个）

职 业 志 向 ： 建 设 局 公 务 员 （ S CE） ， 房 地 产 开 发 商

（ESI），医学检验员（RIC）

总职业志向代码：SERI

量表总分：120（低）

对等性：高

一致性：高

分化性：低

聚合性：低

通俗性：中等

通常被人忽视的职业志向这个部分虽然不属于第二系

列概念，但是它与第二系列概念一样，对职业生涯咨询有

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该部分包含着不是通过结构化的测量

就能获得的重要的信息。Holland说：“志向的清单是通向

当事人自我观点的‘第一扇窗户’。当事人的志向不仅是

一次对自我现实观点的展示（即，当事人所列出的选择项

是他们确实能观察到他们所能做的），并且还是一次‘幻

想的旅行’的展示（即，当事人一直所拥有的职业志向，

或是他们曾经放弃的职业志向）。”

小Z在职业志向部分停留了很久的时间，对他来说，写

出三个职业志向是件困难的事情。由于小Z对其它的职业毫

无头绪，笔者便选择从他写出的三个职业理想开始，与小

Z一起探索了这三个选择项，目的是帮助小Z慢慢地进入职

业信息的世界并且扩大选择。

小Z的低分化性水平，加上低水平的总分，使之做出了

这样一个假设：小Z是一个犹豫不决的当事人。之后的会谈

验证了这个假设。小Z缺少有关自我和职业的知识，除了帮

助小Z获得清晰的自我和职业知识，还要鼓励他去获得更多

三、小Z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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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经验，包括培训和探索不同的工作领域，鼓励他去

寻找一些经验性的学习机遇，如：志愿者活动，实习活动

等。

低总分、低分化性的当事人，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当

事人是否有其它的更复杂的严重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在与

小Z的交流中发现，小Z是一个习惯于负面思考的人，缺乏

自我效能感。因此，他的职业生涯规划过程受到了其负面

思 维 趋 势 的 影 响 。 他 对 自 己 解 决 生 涯 问 题 的 能 力 缺 乏 信

心，在行动之前预计失败，限制了自己的行为。负面思考

会使他低估自己的能力，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所学专

业感到怀疑。对这一方面的处理，涉及到的更多的是个人

咨询方面。所以在职业生涯咨询中，常常需要和个人咨询

相结合，因为只有一个积极开放的人，才能更好地投入到

职业生涯规划的探索中去。

小Z的聚合性水平也是低的。要讨论的是：他是如何会

拥有三个如此不同的志向的？调查了解到，小Z想要成为建

设局公务员的职业梦想是他父母的期望，成为医学检验员

是他小时候的兴趣，而自己最感兴趣的是成为房地产开发

商。我们一起讨论了他目前的专业与三个职业志向之间的

关系。他表示很喜欢自己的这个专业，未来也期望能够从

事本专业的工作，但对关于这个专业的其它职业选择不是

很清楚。笔者和他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目的是能

够提高他在志向方面的聚合性水平。

小Z的对等性水平和一致性水平都是高的，单独看来，

这是个积极的指标，说明他的技能、兴趣、人格特征与他

所想要做的事之间存在的差距很小。但是仔细研究看，这

个积极的指标有两个值得咨询师注意的地方。第一，小Z的

职业代码为SERI，S和E，R和I在六边形位置上都是相邻

的，但是SE和RI在六边形位置上却是相对的；第二，结合

小Z六个分量表具体的得分情况看，他的S和E量表均为22

分，R和I量表均为21分，C量表为19分，A量表为15分。这

说明了，小Z除了对艺术型方面没有兴趣外，对其它的五个

方面的兴趣没有什么差异。从这方面看，小Z高的对等性水

平和高的一致性水平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兴趣，对职业环

境有着清晰的认识，而是由他未分化的兴趣造成的。

小Z的通俗性水平中等，对于这一点不需要做特别的处

理。如果遇到的是一个通俗性水平低的当事人，则需要提

供额外的帮助，因为这类当事人会因为他们代码所对应的

很少的或是不寻常的职业而感到受挫。

当然，对小Z的职业生涯咨询并不是依照这几个部分独

立分别进行的，而是整合这些指标提供给的信息，综合地

对小Z进行职业生涯咨询。与小Z进行了每周两次、为期两

周、共四次的职业咨询。小Z在最后一次咨询报告中指出：

通过这四次的咨询，对自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自己想

要从事的职业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且正在努力克服自

己的负面思考，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规划中可能出现的状况。对于小Z初次来咨询时所带的疑

问，在咨询的最后，笔者让他自己一一做了解答：他相信

自己有能力完成本专业的课程；不打算再修一门专业，但

想课余时间学习对自己专业有帮助的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并且鉴于自己对计算机知识很感兴趣而做出的职业生涯规

划决定，笔者感到很满意。

职业生涯咨询过程不仅仅是根据当事人测出的职业代

码，向当事人提供一系列职业选择项的咨询过程，而是一

个与个人咨询相似，甚至比个人咨询更复杂（需要将职业

咨询与个人咨询相结合）的咨询过程。事实上，对一些当

事人来说，应该增加他们可思考的职业选择项，而对另一

些当事人来说，则应该缩小他们所思考的职业选择项。在

职业生涯咨询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当事人SDS提供的这些第

二系列概念指标，考虑到当事人的价值观，兴趣，能力，

技能，思维方式等多方面，从而为当事人提供个性化的咨

询服务。在咨询师和当事人一起共同对当事人的SDS的各项

指标进行探讨后，当事人会对自己和职业有着更好的理解

和认识。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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