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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原则，而一些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因为自身的实践能力有限，
被更多的用人单位趋之门外 [6]。这也比较普遍的现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艺术毕业生的信心。
2.3 毕业生思想观念的误区
一些艺术毕业生本着“想红”的心态选择艺考，一心只想

着一夜成名，不注重努力的过程，只求结果，这就导致了广大
的艺术院校毕业生将所选专业视为理想，被为此奋斗，并未将
其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无视当下就业难的形势，艺术毕业生
自己的路子走，这样只会耽误自己的前程。而有些毕业生则过
分“较真”，严格要求工作岗位一定要与自身的专业对口，尤
其是音乐专业，坚持“一步到位”，不会多走一步弯路。他们
却忽略了虽然现存的就业岗位与自身的专业格格不入，可以先
将其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有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再去转而追求
自己的理想，这样会少走更多的弯路，“先就业，后择业”的
思想意识淡薄 [7]。
大多数的艺术生都是从小开始就学钢琴、学声乐，来培养

自己的音乐素养，其投入的财力、人力可想而知。而家长从小
也在灌输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在投入了巨大
的财力后，只有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后才能对得起家长的付出。
而这也直接影响了音乐艺术毕业生的择业观，只有高薪酬的岗
位才符合自己的择业观。

3、解决音乐艺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对策

3.1 完善相关的体系
现如今，教育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始终围绕

着社会供需展开服务。我国教育部门选择将供求市场的主体地位
归还给高校，由高校根据市场就业情况选择调整自身的教育模式，
从而积极应对来自市场就业的压力 [8]。而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专
业设置适应市场的需求，才会为社会输入更多有用的人才。
与此同时，高校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也要不断地加强自身

的改革，加强毕业生对于就业的认识，让其充分了解当前市场
对于人才的需求及就业难的现状，让毕业生科学咨询自身的就
业问题，增强自身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让所有的毕业生都
达成共识，一致认为自己的就业就是生存的希望。
为了早日实现该目标，全国各高校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加

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尤其是就业指导专业的人才。对于我国
人力资源下达的相关文件、政策，高校的领导首先要加强自身
的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在全院上下进行宣传工作，可以通过召
开专题会议、专业座谈会等多样化的形式，加强宣传，强化广
大毕业生对该政策的认知。此外，国家大力提倡人才自主创业，
各高校可以以此为核心，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各地成立人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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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倡以人为本，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则是科学发展
观的最佳体现形式。当前形势下，我国的毕业生就业问题面临
着种种因素的制约，虽然呈现了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但是其
发展的空间仍然不容乐观，尤其是艺术教育毕业生，其就业之
路异常艰辛。为了促进艺术毕业生的就业，我国纷纷出台了相
应的政策予以保护，从而有效地保障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1、我国音乐艺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以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为例，2020年的本科毕业
生 123人，其中音乐表演毕业生 31人占比 25.20%，就业率
70.97%；音乐学毕业生 41人占比 33.33%，就业率 78.05%；
音乐学（蒙授）毕业生 33人占比 26.83%，就业率 27.27%；舞
蹈学毕业生 18人占比 14.63%，就业率 50%。而这些专业的就
业率不容乐观 [1]。选取部分音乐艺术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得知，
40.8%的毕业生选择回到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任教、
14.8%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其余 44.4%的毕业生选择打工
等待机遇。

2、我国音乐艺术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

2.1 供需不平衡的社会形势
无论是何种专业的毕业生，其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

岗位的供需不平衡。从艺术院校的角度来分析，近几年我国艺
术院校人才济济 [2]。据调查显示，截至 2019年年底，我国全年
的音乐艺术毕业生多达 1539万，较上一年同比增长 38.4%，这
也充分的发映出了艺术院校是当今最热门的院校。
在广大艺术院校积极为社会贡献专业艺术人才的同时，也

突出了显著的问题，就是输入人才的质量不过关，这也是当今
社会上一个标志性的问题。广大的艺术院校趁热打铁，不断地
向外界扩招，吸纳更多的考生，艺考被当下更多的年轻人视为
实现梦想的捷径，但是在这条路上坎坷重重。艺术院校的师资
力量不够雄厚、教育方式滞后，成为了广大艺术院校共同面临
的问题 [3-4]。

2.2 体制改革下的社会现实
随着我国行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文化艺术类单位的人

才招聘工作也实现了与市场的接轨，层层把关、严格筛选，力
求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必须经过笔试、面
试等工序，而艺术机关单位对口的部门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无
疑打压了广大艺术毕业生的就业途径 [5]。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我国人力资源部门对现有的就业制度

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革，鼓励毕业生自主就业，单位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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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机构，为更多的毕业生寻找就业的机会。在每年临近毕业之际，
由院校的就业机构联合各地区专业机构开展视察调查，明确各
机构对于人才的需求，并整理成书面资料的形式作为各院校接
下来工作的重点，从根本上杜绝音乐艺术生就业难的问题。
3.2 毕业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对于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为各院校及用人单位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要高度重视
毕业生自身的就业观念，让广大的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明确自己的就业方向与理想并不是一致的，有时也会背道而驰，
所以在择业的过程中，自己的择业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
以当前的岗位工作作为理想的驱动力，适当的转变就业观。在
当前的社会形势看来，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瞬息万变，如果人
们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只会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要
结合市场需求，适当的转变自己的就业方向，具备吃苦耐劳的
精神。既然音乐是自己的理想，那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要一步一个脚印，通往成功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要时刻洞察就业形势，正确看待就业，不要遇到一点困
难就退缩。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以端正、积极的思想去
看待。不要认为自己是艺术生就觉得身份有多高贵，不主动去
参加任何的招聘活动、就业洽谈会等社交活动，这样永远也得
不到就业的机会，机会往往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没有准备只
会徒劳无功。
与此同时，毕业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会充分适应这
个知识不断更新的社会形势。不断地学习更多的乐器、乐理知识，
阅读更多关于音乐方面的名著，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做一个“音
乐全才”，以满足日益严格的市场需求。
3.3 鼓励更多的音乐艺术人才投身三、四线城市就业
人往高处走是所有毕业生共同的理想。大多数的毕业生在

选择就业时也都是以一线城市为主，只有极少数的毕业生愿意
投身于农村教育来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
种极端的现象，国家需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毕业生投身
公益教育，并给予一定的优惠补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国

家特岗教师”，而一些农村地区因为缺乏相应的人才、教学手
段等配套设施，导致了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学生根本不具备最基
本的乐理知识。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国家需根据毕业生的户籍、
就业所在地等，向广大的农村地区调配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
并为这些毕业生创造舒适的就业环境，支持更多的毕业生到基
层工作，为其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3.4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是毕业生就业的有力支撑，只有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

优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音乐艺术生就业难的问题。政府
要不断地更新自身的系统，积极收集更多毕业生相关信息，并
发布至官方网站上。而当地人力资源部门根据政府发布的相关
信息开展市场调查，宏观分析整个行业的就业形势，最终利用
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布所有毕业生的就业信息。各级教育部门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结合该地区的教育形势，制定适合高校
发展的教育模式，加强广大艺术生的择业教育，让其清楚地意
识到当前的就业形势，无论是心理、知识的储备，抑或是专业
素质，都能够充分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势。

4、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多种因素制约的结
果，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现象，需从社会、高校、毕业生自身
三方面入手，着重分析就业难的原因，并以此为切入点提出解
决音乐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对策。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音乐艺
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之后从供需不平衡的社会形势、体制
改革下的社会现实、毕业生思想观念的误区三方面阐述了我国
音乐艺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明确了当前形势下，我国音乐
艺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最后针
对上述原因提出根本性的解决策略，囊括了完善相关的体系、
毕业生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更多的音乐艺术人才投身三、
四线城市就业以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上述对策的实施，
极大程度上地缓解了我国音乐艺术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提升了我国音乐专业人才的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