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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意向中价值实现导向的 how与 why 的探
索
钟晨雪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天津市 300350

【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严峻形势以及国内疫情的严格控制，我国国内大学生毕业人数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大学

生选择职业困难、能够成功就业困难的问题层出不穷，而对于 90 后、00 后大学生而言，工作后面临不合适、无法胜任等

问题也是比比皆是。本文为大学生就业前了解自身情况设计简单方法，通过工作选择导向的赋值，了解其主要想法和帮助

其把握就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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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现状分析
1.1 疫情下大学生就业环境现状分析及问题
一、国际形势：
随着世界金融贸易的发展和全球合作的推进，全

球经济理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全球疫情的扩展和
各国贸易的缩减，都从一定程度上打压着市场、公司以
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平稳进行。2019 年 -2020 年，由于
全球疫情存在的反反复复的情况，运输、物流等均存在
严重下滑趋势。

各国的封锁措施一度使全球的经济发展出现大面
积停摆、失业率飙升的现象，二季度各国 GDP 跌幅普
遍创历史最低；随着疫情的缓解，经济的解封和重启虽
然使三季度 GDP 大幅反弹，但也造成疫情的强烈反扑。
一些国家被迫重新停止了推进经济的模式；在 2020 年
的第四季度，经济活动再次收缩。很多国家还停留在保
生命的阶段，那么保生计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疯狂追求的
目标，但经济上的“带病上岗”，弱势明显，从而使得
全球的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缓。

二、国内形势：
回看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就业市场，根据 2019 届

应届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通过对应届生的招聘、
求职及调研数据的整合，发现我国国内的供需双方的数
据都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其中单位需求人数同比上升
81%，求职人数同比上升 21%。由此可见，需求增长幅
度高于供给增长幅度，从而导致 2019 届的应届生就业
景气指数高于去年，从 1.78 升至 2.68。也就是说，每 1
个求职者面对 2.68 个岗位人数需求，2019 届应届生求
职形势整体略有好转。

2020 年，疫情的影响形势下，不同的行业类别收
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从行业看，2020 届应届生就业
景气度最好的依然是中介服务业，此外，教育培训、外
包服务、互联网 / 电商和酒店餐饮行业景气度均较高。
另一方面，航空、航天研究、服务与制造业、银行、能
源、矿产、采掘、冶炼等行业针对应届生的就业景气度
较差。

2020 年我国就业呈现开局低迷、逐步回稳向好态

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经济走上复苏轨
道、扶持政策加码和落地，分领域看，三季度起制造业
复苏明显，人才需求趋旺，部分岗位名列“最缺工”榜
单；而灵活就业集中的新业态在疫情中优势凸显，成为
就业新引擎，增长势头强劲。从重点人群看，高校毕业
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但就业岗位减少，就业竞争加剧，
总量性、结构性、摩擦性等就业矛盾交织迸发。

1.2 大学生转变就业目标的重要性
当代的大学生中，存在着很多类似情况：大学所

选专业与自己所感兴趣的行业不同，甚至背道而驰，亦
或是单纯的因为某些行业类比的收入薪资较高而忽略自
身所擅长的专业。因而造成在毕业就业时，不明方向、
缺乏人生规划的现象。一下就是现今大学生常常存在的
两个误区：

思维误区1：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兴趣是兴趣。
重新定义：工作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只是赚取

某物的手段。一旦我们将工作视为获取他物的手段，你
的头脑就会得出结论，那就是你无法享受工作。

思维误区 2：大学专业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方向，考
虑兴趣没有意义 .

重新定义：大学和专业不是限制人的存在，你可
以考虑其他的路径和可能。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充分
利用大学生时间、空间上的优势，以学校为平台，拓宽
自己的知识面，扩充自己的知识结构，利用资源、发挥
特长，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收获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所需要掌控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

思维误区 3: 存在眼高手低，不能正确认识自身，
缺又不愿意进行能力训练和素质拓展的错误判断。

重新定义：大学生活不仅仅是学习普通文化知识
的平台，而是一个能拓宽学生素质、锻炼学生各方面能
力的重要场所。利用起大学生社团资源、大学生学生会
活动等，利用比赛、竞赛、活动、组织等，积极投入到
社会生活中去，为今后的工作生活做基础，才是真的锻
炼和历练。

就以上大学生在大学高年级过度到社会生活的过
渡期中的误区，本文通过学生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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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导向和价值附值，探寻大学生在寻找工作中的选择方
向。

2 how 与 why 的创新方法论
2.1 how 与 why 导图是什么
本文所提出的的 how 与 what 分析法基于建筑项目

管理中，在策划实施阶段对于计划建筑的功能性的探索，
即价值管理。该方向重点探索建筑物在建造之前所进行
的价值测评，针对建筑物未来将存在的价值，利用 how
与 why 的结合探索各项价值的赋值高低。本文借鉴并
利用此方式来简要探索，我国大学毕业生在临近毕业寻
找工作时出于何种目的，探寻众多学生心中就业价值的
所在。下面对其进行简要实验：

2.2 怎样进行双向理解就业方向
首先，被测试人员在空白纸上列出自己选择职业，

为获取何种目的，然后就以上 HOW 与 WHY 表格，针
对个人所列出的选择职业的主要和次要目的进行赋值，
并根据所赋数值进行计算权重，以此得出被测试人员自
己真正想要选择的职业形式和方向，帮助其更恰当的了
解自己的需求。

在现实生活中，好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了一个人的
就业选择，因而造成许多人不满意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行
业，此种测试的创新做法就是为了让大学生在找工作之
前认清自己想要的工作模式，从自身条件和自身需求出
发，了解自己的主观选择落脚点。

下面我们以一位天津市某高校飞行器相关专业的
学生的选择为例说明：该同学将更多的赋值给予了“稳
定性高”这一观点，其中内涵我们可以做以下解读：根
据该学生地点坐标“天津”，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对于工
作稳定性的追求，符合北方人自古以来安土定居的一惯
性思维方式；另外，事业单位、公务员等类似工作往往
具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因此，更能探索学生在寻找工
作的过程中，对于未来稳定性的期许要远远大于其他因
素。

2.3 利用调查问卷分析大多数学生的就业价值分配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针对未就业的高职学

生（61）、本科学生（49）和研究生（3），总计 113
名学生，其中 108 名学生就读于中国北方，3 名学生就
读于中国南方，2 名学生就读于中国境外。

针对于本文在探究时提出的各项找寻工作的价值
导向，调查对象选择的赋值如下：

图 1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
最高赋值为“薪资待遇与自身能力匹配”（75.22%），

有 85 人选择了该项价值；最低赋值为“是否常常加
班”（27.43%），有 31 人选择了该项价值。其次，分
数较高的选项分别为“自身兴趣爱好”（66.37%），
有 75 人选择了该项价值、“个人发展上升空间明朗”

（61.06%），有 69 人选择了该项价值、“稳定性高、
失业率低”（60.18%），有 68 人选择了该项价值。

我们不难看出，薪资待遇、自身发展和稳定性均
为主导着大学生寻找工作的重点方向。根据图 3 所示，
参与本次调查问卷的 53.98% 中是高职学生，他们的价
值引导更注重于自身的发展与薪资待遇相匹配，同时因
为 95.58% 的参与者为在北方上学的大学生，那么对于
工作稳定性的追求可见一斑。

另外，在本次问卷调查的开放性试题中，有存在
以下答案的情况，有同学提出工作“符不符合时代的发
展”、“权衡跳槽”、“文化氛围”等因素。

结论：
通过“how”与“why”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不同大学生在选择职业之前的追求和目标是不同的，如
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样的，不同的赋
值也引导着学生进行不同的地点、行业、就业性质的选
择，价值导向与选择相互融合。

其实，大学生真正想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不难，
需要在择业前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从自身
条件出发，根据自己身体、兴趣、气质、个性及能力等
方面的因素把自己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既不要过高的
估计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能够准确的找准自己的社
会角色，确定好自己的社会位置。使用该“HOW”与
“WHY”的赋值测试，更有利于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
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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