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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学前教育专业中职生择业技巧的研究
林　菊

（广西二轻技师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

摘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近年来中职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的持续增长，择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就业择业的竞争与

压力，让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就业与择业上不禁滋生了各

方面的问题。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中职生仍缺乏必要的就业指

导工作机构以及相关的指导性政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了解其就业意愿及困惑出发，分析择业心理及误区，再深入落

实研究学前教育的中职生更加细致而实际的择业应对技巧，会更

加有助于学前教育专业的中职学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相关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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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大力发

展学前教育。目前，就读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不断地增多，

中职学前教育的学生也开始吸收就业择业方面的新信息。面对着

学前教师要求越来越高的压力，中职生在选择就业岗位时也多了

许多渠道与方向。那么，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目前的现状与形势

如何，仍有待进一步地探究。因此，从多方面挖掘、入手，提升

中职学前教育学生的择业技巧成了更加关键紧迫的事情。

一、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的择业现状

（一）观望状态

目前，经对桂林市创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育学生抽样

调查中发现，有 76%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于就业处于一种

被动的状态，面对择业时也会出现瞻前顾后，左右彷徨。他们有

43% 的人认为想进公立的幼儿园工资待遇低，编制感觉遥遥无期，

而选择私立的幼儿园呢，学校班级配置教师少，幼儿人数招收不

规范化，从而积累一定的工作量。

考究下来，他们相对矛盾地选择就业。经历了两年多的学习

以后，又有多少的学生真正地考虑过自己的就业择业问题呢，有

50% 学生还错误地把就业看成了他人的事情，对学校和家长总是

依靠的心态，导致就业面前茫然无措，只能变成了观望等待的看客。

（二）消极的择业意识

大多数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都会对择业有一定厌倦及倦

怠。有 50% 的中职学生认为，中职的学历让他们开始默认他们学

历及各方面能力不及大专高职生与全日制本科，便有了好的幼儿

园总是要求高的的消极心理。在访谈时，有 72% 学前教育专业中

职生家庭多来自于农村家庭，有着自卑的心理，认为自己输在了

起跑线，在就业时期，往往以为单位会择先录用居于城市的同学，

从而滋生更加消极心态。

面对不断提高的专业要求，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挫折，甚

至处处碰壁。求职者急切找工作的心理，有的用人单位往往不给

与合理的条件与待遇。对于中职生也会有所苛求，降低了一系列

的信任度。

二、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的择业意愿与困惑

（一）五花八门的念想

不少的学前教育专业中职生表示毕业后对于自己的就业与择

业想法甚多。多数中职生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家

长要求，对于此专业理解很少。想从事自己兴趣的比如文秘行政

助理方面的，与人合伙创业的，餐饮服务的，但是很多时候理想

固然美好，现实却不是那么简单随意。

盲目随波逐流，这样只会让自己一事无成。往往在企业招聘

的时候，他们只会关注到这份工作能给我多少钱，奖金多少，福

利好不好。有大部分的人会对老师说，想更多地关注于金融、保险、

电信等相关职业；宁做大企业的“凤尾”，不做学前教育专业的“鸡

头”。总认为大城市有许多的发展机会，西部地区、乡镇地方不

适于建功立业，加上从众心理，就业变得更难。

（二）自我定位缺失，专业理解有限

自我定位对于职业的选择很重要，知道自己的特长在哪，适

合什么样的工作。中职学前教育的学生往往会和老师抱怨：我很

差劲，学习不行，连亲人都放弃我了等此类说法。中职生应把自

己正确的定位为第一线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发掘自身优缺点，

取长补短，根据自己的长处去就业。社会上很多人都普遍认为学

前教育专业无非是高级保姆，做很多事情无非就是看孩子。随着

这些想法的影响，好像自己经历的工作很多都是照顾小孩的琐事。

有些中职学校的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学生专业认识更有所缺失。

三、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的择业心理与方法误区

（一）过分依赖的心理

面临就业，在调查了桂林市创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育

的学生后发现，中职生他们总认为老师会说的，学校会通知的，

我们着急也没用。就是这样的依赖心理让她们在就业择业时过分

的依赖于老师与学校，而有的更依赖于许多周边的家长和朋友，

同学等。

在访谈了学前教育学生后发现，有 40% 的学生寄托于学校，

认为学校会有安排，即使自己找不到学校也会帮忙充当中介的。

有 20% 学生自认为家庭条件好，家长人际关系广会帮自己拉关系

找后门。现今社会的机遇与挑战是相互依存的，树立自己的信心

敢于自己去竞争，减少依赖才能在五花八门的求职中脱颖而出。

（二）自我期望值过高

“我会”。一个学了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学生，面对即将

步入社会，我有着见习与实习的经验，同学也给与我好评，对于

幼教的那一些技能我认为都是手到擒来的，我有什么理由担心我

的就业与择业呢？对于这样的自我期望过高的同学往往高傲自负，

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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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工作中，她们会发现那点皮毛根本不是都能解决的，

甚至没法解决。自己“找的单位职位根本不能匹配上我”。不会

从自身实际出发考虑，放弃适合的单位从而错失良机，到头来自

身价值都未实现，更别谈什么长远发展了。

（三）中职生花季心理

中职生的年龄多处于青春期发育期的 16~18 岁，16 岁是花季，

17 岁又是雨季。在如此花季的年龄里，正是青春叛逆的时候，青

春萌动的年纪，许多会因为对异性的好奇而忽略学习，而老师在

指导时，多半有的听不进去。你叫我这样我偏不想这样。当这些

撞在一起时，择业就业更加顾不上了。厌学、缺乏自信、学习焦虑、

交友困难、自卑等成为中职学前教育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四、中职生学前教育专业的择业技巧

（一）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要正确看待就业，对就业的看法往往就形成了就业观，学前

教育的中职生应该从新的就业观念出发，正视这个发展的社会，

在自己在这个大熔炉里寻找适合自己的一片天。不做社会淘汰的

人，而是让社会选择我，我来适应社会。勇敢地参与竞争，抓住

机遇走向市场，平等就业。准确自我定位，先就业再择业。不要

再盲目地低不成高不就的了。在就业稳定的基础上，寻求真正适

合自己的工作，也就是所谓先就业再择业。

（二）备好相关资料

中职生对于自己毕业求职要准备的材料仍然懵懂，准备的资

料最基本的主要有：身份证、中职学校毕业证、在校获得的比赛

获奖证书及毕业时自己的毕业推荐表与个人简历。中职学前教育

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学所得，涵盖了许多艺术技能与专业知识，

修身养性，面试服装以及仪容仪表，基础礼仪等应积累准备好，

才能是好的准备是就业成功的一半。

（三）拓宽就业渠道

在中职学生就业过程中，在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对口的工作以外，

除了学校的双选会，学前教育的学生们仍然可以通过网络投递简历，

现在招聘网站有 58 同城、赶集网、智联招聘等。或者通过自己去

找寻用人单位，或者通过报纸等其他媒体了解相关的招聘信息等。

五、社会、学校、家庭朋友的扶持与帮助

（一）国家相关扶持政策

国家已经制订和颁布了《就业促进法》等相应的就业法规，

就业市场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使毕业生依法求职，有法可依。

《就业促进法》在第三章第五条中指出：“加强职业教育和

培训，国家鼓励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对于开展职业培训的经

费给予支持。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柱和根本性措施，

应成为各当地政府促进就业的着力点。”而在《就业援助》一章

中指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与

重点帮助，拓宽公益性岗位。”这些法律条文的出台，将更加有

利于促进就业。

（二）学校组织的就业指导、家庭朋友支持，促进更好就业

在就业上，学校在开学伊始，就业指导课程应重视起来，面

对竞争压力增加的情况，学校不能再只是形式上的就业指导，应

从专业角度、专业课程，专业设置等多种形式支持中职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

除了国家与学校外，可以向亲朋好友寻求帮助。中职生因为

青春期叛逆的心理发展，可能会不好意思求助于亲朋好友以及家

里，她们需要冲破束缚与顾虑。中职学生不管是哪一个专业的或

多或少对家庭有一定的依赖性，作为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生理与

心理成长，关心和引导自己的子女求职择业，注意减轻他们的求

职压力，给她们树立一个积极乐观的榜样，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

积极主动地面对。

六、结语

择业是人生重要的一个选择，选择就业便是选择以后的路，

就是自己的未来。通过以桂林市创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育

的学生为例，以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其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分析研究发现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前教育的学生的就业择

业现状，及她们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择业的心理误区等，她们对

于有针对性的择业技巧的需求尤为迫切。面对当今的就业形势，

学前教育专业发展良好的势头，中职学前教育的学生应努力地克

服各方面的择业心理误区。树立起积极的求职观，认真学习并掌

握更实际的择业技巧。促进更好就业与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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