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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职生就业观念及就业能力现状分析
陈红丹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摘要：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再加上因新

冠疫情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大大缩减，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愈

加严峻，与此同时，高职学生因就业观念的偏差、就业能力不强

等原因，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困难，这给国家的“稳就业”工作带

来巨大挑战。本文以地方性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和分

析了当前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的问题，并对

影响高职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的主客观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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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就业对高职学生来讲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高

职生从校园进入社会、从学生转换为职业人的重要一环。高职生

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直接影响其能否顺利就业，并对今后的职

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分析当前高职生普遍存在的就业观念偏

差和就业能力现状，有助于帮助高职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找

到提升就业能力的途径。

一、高职生普遍存在的就业观念偏差

（一）消极自卑，就业动力不足

在调查和访谈中，很多高职学生因为学历背景、专业技能、

家庭环境等问题，自我评价过低，在求职就业时自卑心理严重，

缺乏主动出击的勇气，存在等、靠、依赖思想，这种等靠要的观

念最终贻误了自己的择业机会，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发展。有些高

职生甚至直接躺平、摆烂，不管不顾，认为即使不就业回家也有

父母养着。更有甚者，还将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父母，责

怪父母没给自己安排好工作，或是埋怨社会竞争力大，为自己的

消极就业找借口。

（二）盲目从众，职业定位模糊

当前“00 后”高职生成长的家庭结构多为 421 或 422 模式，

从小备受父母和其他家族长辈的宠爱和呵护，自我意识强烈但自

我管理能力较弱，凡事习惯依赖他人，缺乏独立自主性和决断能力。

且很多高职学生缺乏自我认知，对所学专业和职业环境了解不够，

对社会的需求分析也缺乏了解，个人职业定位不明晰。由于没有

明确的择业目标，导致他们在择业时容易受周围亲戚朋友和同学

的影响，盲目跟风参加专升本考试、考公或追求某一类热门行业

和职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及自身特点进行择业。

（三）虚荣攀比，奉献意识缺失

当前，受市场经济和部分网络媒体传达出的功利主义、享乐

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很多高职学生在择业时虚荣功利思想和

享乐主义观念严重，择业时不考虑个人实际，一味追求“高大上”

的工作，在薪酬待遇、就业地域、工作环境和专业对口等方面个

人功利取向明显，缺乏扎根基层和服务奉献意识。例如，在调查中，

将薪酬待遇作为自己择业的首要决定性因素的学生占到 64%；在

调查就业地域选择中，47% 的学生选择了去往大城市，50% 选择

去中小城市，而选择“西部及偏远山区或乡村”的学生寥寥无几；

在职业价值观的调查中，稳定、安逸、轻松、自由、薪酬待遇等

关键词被选中的高达 90% 以上，而挑战性、社会价值、个人成就

等关键词仅占 5%。

（四）思维固化，就业范围狭窄

当前很多大学生在择业时，在就业地域选择、行业选择等方

面给自己设限，导致就业选择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很难就业，即

使如此，很多高职生也不愿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就业目标，宁愿不

就业也不改变自己的就业意愿。例如，在地域选择上，高职生基

本上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一心想去发达的大城市，主要原因是

大城市企业数量多、就业机会多，更重要的是大城市薪资待遇更高、

工作环境更好。另一种则是选择回到自己所在家乡的城市就业。

主要在于在家乡工作，可以照顾家人，同时因有自身及父辈积累

下的社交圈，环境熟悉、生活成本低、生活压力小。此外，当前

很多高职学生还存在一个心理误区，认为择业就要找专业对口的

工作，在调查中发现，50% 以上的同学的择业目标都是专业相关

工作。但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高职生毕业后从事的都是非

专业对口的工作，且很大一部分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行业里也大

有作为。所以，高职生不能把就业与专业画等号，转变固有思维，

扩宽就业选择范围。

二、高职生就业能力问题现状分析

（一）专业知识薄弱

一方面，受传统教学思维、教学方法的影响和学校教学条件、

教学设备的限制，很多高职院校在专业教学时仍然以理论知识讲

授为主，技能培训和实训操作不够，导致高职生专业学习效果不

佳。再加上很多高职学生所学专业并不是自己兴趣所在也并非个

人意愿，对专业学习兴趣不高，在学习过程中只是被动接受，并

没有主动去吸收和掌握专业知识。另一方面，高职生大多数为高

考的失利者，本身基础知识较为薄弱，进入高职院校后，学习环

境较为宽松自由，很多学生因缺乏自我约束，沉迷于游戏、网络、

恋爱当中，学习动机不强，上课玩手机、睡觉的现象非常普遍，

专业技能掌握不足，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综合素质欠佳

很多企业在招聘时，非常注重对求职者综合素质的考察，而

非单纯的专业技能。但很多高职生在校期间，受传统思维和考评

机制等的影响，一味追求学习成绩好、年年拿奖学金，而不重视

对自身综合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主要表现在身体素质差、精气神

不足，经常生病；心理抗压能力不足，遇到领导批评几句或同事

指责几句就心态崩溃，或是碰到工作繁忙压力大、工作进展不顺

利就想辞职走人；还有很多高职生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不足，遇到问题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善于有效地

跟他人进行沟通，只能独自生闷气。还有些高职生给自己贴个“社

恐”的标签，拒绝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导致不能很好地融入团队。

（三）社会实践不足

校园和职场存在很大不同，高职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一个

角色转换的过程。很多高职学生没有未雨绸缪、提前规划的意识，

在校期间只顾埋头学习，既不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和

兼职活动，也不配合学校安排的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缺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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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导致不能很快地适应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换，在

求职时屡屡碰壁，甚至在进入职场后不能较好地适应职场环境而

受挫，最终频繁离职。

（四）创新创业能力不足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环境下，高职生具备一定

的创新创业能力才能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当前的现状是高职

生的创业意识得到一定激发，但创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引导还不

够。很多高校虽已开设创新创业课，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但大部

分高校因课程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课程开设流于形式、也无法

为学生提供专业性的指导影响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执行力，

双创能力培养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很多高职生虽有创业意愿，

但因个人经验缺乏和自认没有资源，参加创新创业大赛的热情并

不高，且没有切实可行的创业项目，创新创业仅停留在初步想法上。

三、高职生的就业观念及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客观因素

1. 社会环境因素

一方面，当今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在充满竞争和淘汰

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价值观也跟着发生变化，快节奏、高压力

的市场竞争机制影响和刺激着高职生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这种价值观念使得高职大学生的就业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

严重。不管国家是否需要，什么最挣钱就干什么；也不顾个人价

值能否实现，什么最轻松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导向也直接影响高职大学生就业观念。

特别是一些不良媒体对热门、稳定或高薪酬等工作的大肆宣传与

追捧，造成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偏差，认为只有进入国企、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或去往大城市大企业才算成功就业，这些观念都限制了

大学生的就业方向。

此外，目前社会上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为了“装点门面”

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对招聘到的高职毕业生并未做到人职匹

配，导致高职毕业生难以适应职场，频繁跳槽。这些都影响高职

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2. 学校因素

学校的教育教学对高职学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有着较大

的影响因素。一是专业教学方面，部分高职院校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且部分老师缺乏社会工作经验，所教的知识陈旧过时，教学方法

也是传统的知识灌输，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再加上实习实训

设备跟不上需求，学生动手操作和实训的机会较少，导致学生在

校期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脱节，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二是

部分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课程开设是走过场，开课课时不够或开

课时机不对，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及就业技巧指导不足，

导致许多高职学生无法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就业观

念出现偏差。

3.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影响高职学生就业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

会的发展，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非常重视，特别是一些

高职生家庭对孩子的期望较高，对孩子的工作选择的干预也越来

越多，因此高职学生在就业选择时受到家庭成员的职业背景、文

化程度、价值观念的影响较大。例如，很多出身农村和偏远山区

的高职生，秉承着“鲤鱼跳农门”的传统观念，一心想找高工资、

高层次、高地位的“三高”工作来满足父母的期望。而一些家庭

经济条件好的城市家庭则希望孩子少吃苦，找一份轻松稳定的工

作，因此想方设法引导高职生进入国企、政府和事业单位这样的

稳定单位。

（二）主观因素

个人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求职就业的内在因素，主要体现在高

职大学生自身职业素养和求职心理上。

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高低是影响其能否顺利就业和胜任岗位

的关键因素。很多高职生在校期间不注重自身综合素养的锻炼和

培养，导致在求职过程中因缺乏职业素养而失去很多就业机会。

据调查，当前高职生职业素养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工作技能不足，

理论与实际脱节，且眼高手低，不虚心学习提高；人际交往处理

不善，很多高职生不能正确摆正自己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我行

我素，不懂尊重、不善沟通；敬业意识不够，工作敷衍了事、不

思进取。这些职业素养的欠缺导致部分高职大学生在求职时处处

碰壁。

就业心理指的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职业选择的倾向

性和能动性。很多高职生在求职过程中由于自我认识不足、社会

定位不准而产生一些求职心理问题。如一些高职学生因学历不如

本科、学校没名气、个人特长优势不明显等因素而产生自卑、抑

郁心理。而有些高职生又自我感觉良好，自认各方面条件不错，

把自己当“人才”，在求职时过度自信，对工作挑三拣四。同时

还有些高职生出现摆烂心理、从众心理、依赖心理等，这些就业

心理问题都直接影响高职生顺利就业。高职生只有积极调试就业

心理，保持科学合理的就业观念，才能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

四、结束语

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职学生就业压力大、就业质量不

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高职生就业观念的偏差和就业能力的

不足是造成就业难的关键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需要

政府、高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外，更需要高职生自身转变求职观念、

提升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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