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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类高职学生就业焦虑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葛  萍  施星妤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就业焦虑是学生求职期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一种情绪状态和反应，它直接影
响到学生就业的效果。现如今各种医疗纠纷较以往有增多的现象，卫生类学生的心理压力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要高。本文旨在综合调
查卫生类高职学生的就业焦虑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对策，改善焦虑现状，提升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就业焦虑；卫生类高职；对策研究 
 
就业焦虑，顾名思义，是由就业情境引起的，毕业生对就

业材料的准备不够充分、面试技巧的掌握不够理想、专业技能
的欠缺等，担心求职能否顺利实现所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等
消极情绪体验。它是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而出现的新问
题。社会对卫生类毕业生的能力、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
这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凸显，进而产生了更多焦虑情绪。
随着我国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焦虑这一课题也引起了我国
学者、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广泛的关注。  

一、研究方法 
1.统计工具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20 份，收回 21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64

％，使用 EPIDATA 软件录入数据，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和处理，数据统计和处理采用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
素方差分析。 

2. 研究问卷 
⑴《大学生就业焦虑问卷》：任化娟编制的《大学生就业焦

虑问卷》[1]分为反映就业焦虑所导致的生理、行为方面的变化
的生理行为维度，反映就业焦虑的主观认知和情绪感受的主观
感受维度，计分方式为 1-4 四点计分。得出的分数越低，说明
研究被试的就业焦虑程度越低，反之则高。该问卷内部结构效
度良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构想效度。 

⑵职业期待问卷：吴谅谅、李宝仙论文中的职业期望量表
[2]按照学生对职业期望重视的程度，按不太重要到非常重要 1-5
计分，共有 22 个项目，分成声望地位因素、自我发展因素和稳
定性因素。 

⑶社会支持问卷：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可以较好地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
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3 个维度。 

3.研究对象 
表1-l  被试分布 

 
本研究共有 217 名研究被试。从专业来看，护理、临床、

医学检验、药学专业的人数分别为 55、55、55、52，所占比例
分别为 25.35%、25.35%、25.35%、23.96%，按照计划 4 个专业
的样本均为 55 人，药学专业的问卷有漏选、答案全部一致导致
的 3 份无效问卷，导致被试减少为 52 人。 

二、卫生类高职学生就业焦虑的研究分析 
1. 就业焦虑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从生理行为维度、就业焦虑主观感受维度以及就业焦虑总

分作了数据统计和分析，测得主观感受维度分数 16.29±4.91，

生理行为维度分数 13.64±4.53，就业焦虑总分 29.93±8.83。 
表 2-1 就业焦虑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本研究从生源地属性调研，从城镇、农村、城市三个维度

来看，就业主观感受、就业焦虑总分来看两组的 P 值均小于 0.05，
差异明显。组间两两比较，就业主观感受维度，农村>城镇 >
城市，从就业总分来看，农村 >城市；从贫困组别来看，生理
行为、就业焦虑总两组的 P 值均小于 0.05，差异明显。 

2. 职业期待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本问卷测得被试职业期待问卷在声望地位、自我发展、稳

定度三个维度的分数分别为 20.97±5.32、23.00±4.91、22.29±
4.24。 

从表 2-2 研究数据来看，在稳定度这一维度上，四个专业
的分数分别为 23.27±4.31、22.07±4.56、20.96±4.40、22.90±
3.23，P 值为 0.021，小于 0.05，有显著差异。这也进一步启发
了我们在对卫生类高职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指导学生在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学会积极向自己身边的老师、同学、家
人、亲人和朋友积极的获取社会支持，以便更好的帮助自己度
过难关。 

3.社会支持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本问卷测得被试职业期待问卷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利

用度三个维度的分数分别为 5.82±0.95、10.55±1.80、8.03±
1.72。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上，有显著的差异 。从表 2-3 研究数
据来看，在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维度上，任职与没有任职的分
数分别为 8.45±1.72、7.78±1.68，P 值为 0.006，小于 0.05，存
在显著的相关。在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维度上，获奖与没有获
奖的分数分别为 8.34±1.77、7.68±1.61，P 值为 0.005，小于 0.05，
存在显著的相关。说明学生获得的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就业
焦虑就越低；反之获得的社会支持利用度越低，就业焦虑就越
高。 

4. 就业焦虑现状讨论 
通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

焦虑在生理行为维度、就业焦虑主观感受维度以及就业焦虑总
分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不显著。 

在稳定度维度上，P 值为 0.021，差异明显，其中护理专业
得分最高，临床专业和药学专业次之，医学检验专业得分最低
（远低于稳定度的平均值 22.3），符合目前就业市场对专业的认
可。 

（下转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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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我院学生的就业焦虑的性别差
异进行了比较，发现从平均分的差异来看，在特质焦虑总分方
面差距最明显，男生为 45.19，女生为 43.65，相差 1.54。由于
卫生类高职院校由于男生比例比较低，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
这为后期就业指导课程的改革以及心理咨询的团体辅导提供第
一手资料。 

对就业焦虑的生源地差异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主观感
受、就业焦虑总分维度 P 值分别为 0.01 和 0.02，均小于 0.05，
有显著差异。平均分的分布为农村>城镇>城市，说明农村生源
就业焦虑程度较高，他们更期望通用升学、就业改变自己的命
运，是我们在就业期间重点关注的弱势群体。 

三、改善就业焦虑的途径 
1.促进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提升就业指导实效 
2017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
力量，是高校就业指导类课程的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必须顺应
发展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要求，积极推动“课程思政”的改革前行，
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促使
两者协同发展，同向同行。就业指导类课程包括《职业生涯规
划》、《就业指导》、《职业核心能力》等，这类课程不同于其他
学科课程，不是为了单纯传授理论知识，而是在理论讲授的同
时提高大学生人际沟通、团队合作、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能力，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满
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因此，教学过程的主要问题是如
何让学生主动参与和体验，发展学生个性。 

2.学会自我调适，树立合理的就业观 
由于医学就业市场专科学历人才的需求有下降趋势，临近

就业季的自我调适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学生来说，正视就业
现状，认清就业形势，合理定位，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显得尤其

重要。专科学生想通过省市统考进入大医院工作的可能性越来
越小，县城医院的招聘基本都是本科起步，想去医院就业的同
学，就要多关注民营和社区医院，目前专科生到医药相关企业
工作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只要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结合社
会招聘形式的变化，改变那种一味留恋苏南大城市，渴望公立
医院的就业观念。 

3.关爱就业困难群体，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目前高校均有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和就业指导中心但

是两个部分几乎是独立运作，就业工作人员忙于就业服务与指
导的开展、就业政策的解读以及就业手续的办理等，心理工作
者忙于健康咨询，沟通基本比较少。有的学生因为专业能力差、
就业技能差、家庭支持少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困难，而就业
心理咨询中心“坚持以生为本，把握不同类别的群体特征，对
症下药，因材施教，提升就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效，从而有
效缓解就业焦虑”[3]，提升就业竞争力。 

综合以上，结合新形势下卫生类高职学生就业的特点，在
问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就业焦虑的现状的探析和原因研
究，进而能够找到缓解卫生类高职学业焦虑的方式和途径。以
便进一步为卫生类高职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的改革提供
有效依据，为高职院校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给出意见和对策，切
实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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