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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就业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潘丽娟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河北 邢台 054000 ）

摘要：为了全面掌握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下的就业情况，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快教学改革，学校组建了

顶岗实习调查小组进行调研，并通过开展问卷调查、企业领导专访等方式，详细了解和掌握了我校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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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职院校毕业生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为了全面了解我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企业对人才的

客观要求，进一步开拓和稳定就业市场，按学校工作安排和课题

需要。课题组老师深入企业对毕业生和企业进行了调研。以下内

容为我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调查区域：调查我校毕业生就业的所有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

天津，廊坊，保定，京津冀就业的毕业生所占比例 40%，邢台市

周边占比例较小，沿海城市例如厦门，福州，合肥，昆山占比例

约 40%。我们对毕业生比较集中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全部进行

了走访，详细了解了我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企业领导专访、个别电话调

查和部分毕业生面对面谈话等方式。调查分两个时间阶段，第一

阶段时间为：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春季开学，第二阶段时间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 月上旬。

调查途径：主要是跟学生到企业进行社会实践，对毕业生的

工作情况进行实际了解。首先落实调查毕业生的人数、专业、就

职企业名称、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最优化的

方法整理，以提高调查效率。到达企业之后，先与人事部门或者

相关领导进行交流，了解我校毕业生在企业工作情况。在企业允

许的范围去进行工作岗位观察，去毕业生岗位了解情况，并与毕

业生面对面沟通。遇到不方便参观的范围，我们就跟带队老师和

企业沟通了解，我们也进行了电话联系调查，详细了解工作环境，

工资待遇，生活及交通安全等情况并做好记录。

就业生专业分布：就业总人数 1547 人。其中计算机专业有

491 人、会计专业 192 人、机电汽修专业 436 人、农科（含烘焙、

农产品加工等）专业 79 人、学前专业 349 人。

毕业生工资待遇：在第一阶段顶岗实习毕业生工资情况如表

一所示。在第二阶段，毕业生工资情况如表二所示。

表 1　第一阶段毕业生顶岗实习工资分布情况表

工资（元） 1700（不含 1700 以下） 1700-1900（不含 1700） 1900-2100（不含 2100） 2100-2300（不含 2300） 2300 以上

人数 176 860 353 144 14

占总人数比例 11.3% 55.6% 22.8% 9.3%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78.4% 的毕业生在第一阶段工资都在 1700-

2100 元之间，2100 元以上的有 158 人，他们都在京津冀这些靠近

一线城市的地方，时间比较短 40 天左右。吃住实习单位全包。经

过粗略计算，该届毕业生第一阶段的平均工资在 1900 元左右。

表 2　第二阶段毕业生工资分布情况表

工资（元） 3900—4200

（不含 4200）

4200—4500

（不含 4500）

4500—4800

（不含 4800）

4800—5100

（不含 5100）

5100 以上

人数 201 878 340 111 17

占总人数比例 13% 56.7% 22% 7.2% 1.1%

从表 2 可以看出，第二阶段毕业生工资主要集中在 4200-

4800 元。4200 元以上人数有所增加。经粗略计算，该届学生在第

二阶段平均工资为 4300 元，较第一段增加一倍多。第一阶段的实

习经验，为第二阶段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且在第二阶段，大部分

毕业生选择了到沿海城市就业，工资待遇大大提升。

毕业生流动情况：就业毕业生流动人数为 208 人，占总人数

比例的 13.3%，其中 25 人目前无工作，其他已经找到工作。

就业对口情况，就业毕业生对口的共有 1037 人，占总人数的

67%。具体情况如表三所示。

表 3　各专业就业生就业对口情况表

专业 就业人数 对口人数 对口率

计算机 491 295 60%

会计 192 48 25%

机电汽修 436 283 65%

农科 79 76 96%

学前教育 349 33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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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劳动合同情况：（1）变换工作的 200 多位学生中，有

五六十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在没有变换工作的毕业生中，

有 1000 人左右已经与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占被调查毕业

生的 80%。（3）企业比较重视劳动合同，学校同样也是，更加重

视学生见习和实习期间的身体、生活和工资待遇方面保障；企业

会跟员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4）很小的私人企业，当地的一

些个体企业，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这也是有些同学没有签合同

原因。另有一些家长处于对孩子的爱护，就给孩子随便找了一个

家周围的作坊式小企业认为是安全的，是对孩子好，事实不是这样。

一旦发生意外，孩子工资，赔偿都没有保障。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1）南方也就是沿海城市，企业大

部分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或是老国企，企业多数都是从事电子产

品生产方面的企业。厦门天马微电子，京东方福州分厂、合肥分厂、

固安分厂等厂家需要一线监测操作人员比较多、也就是对学生的视

力要求比较严格。大部分岗位需要身体健康，有敬业精神，吃苦耐

劳，自律性比较强的学生。（2）在调查的企业中，最缺乏的也就

是技能型人才，真正操作技能较好的学生较少，尤其是在某些技能

方面取得专业资格证的学生更少，即使目前能胜任操作的毕业生，

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培养。企业有自己培训、考核、晋级标准。

（3）毕业生的职业道德水准不高，企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思想稳定，

积极进取，有协作精神，心理健康的毕业生加入企业。

二、中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结果分析

就业途径与方式及拓展：通过实际调查和各个班主任核实，

了解到 2017 届毕业生就业方式主要有三种 :（1）通过学校就业

办，帮助学生联系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来学校面试学生，这种方

式的就业率相当高，经过就业办老师的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要

求非常接近，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都能达到满意的结果。（2）

通过人才交流市场或同学、亲人、朋友介绍。（3）自己找单位、

自我推销。毕业生充分准备好求职材料，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实力，

向用人单位推销自己。调查显示毕业生就业以学校推荐为主，占

90%，后两种形式所占比例较小。调查发现毕业生对学校服务项

目调查中，50.2% 的学生表示要求技能技巧培训在接收服务的项

目中居第一位；第二位的是职业生涯规划，占百分之 22.54%。为此，

学校调整了教学模式。加大学生实操技能课时量，聘请企业高技

能人才，担当各个专业技能实训的 “师傅”。从新生入学第一学

期开始，职业规划课程就列入日常教学当中。通过 2018 届毕业生

反馈，效果不错。

工资待遇与生活环境：调察发现沿海城市工资较高，生活环境，

学生生长空间比较大，机会比较多，有些专业可以多于沿海城市

企业合作办学。

三、中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一）盲目就业，没有正确的认知目标

表现在过多考虑薪酬和劳动强度。就业流动人数共有 208 人，

占总比例的 13.3 %。这部分学生没有做好就业思想准备，有的上

几天班就结束第一份工作，主要原因怕吃苦，不能适应工作环境，

觉得薪酬待遇太低，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被停职反省，甚至严

重的被劝退；没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混日子，择业上处于被动局

面。学校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进行一对一交谈，了解原因，分类型

的精准培训后再送入工作岗位。并且对不同类型学生要辅助半年

到一年时间，真正融入社会，再放手。其次是发动该类学生周边

人的作用，带动他们进入工作。比如家长适时放手、同学、朋友、

闺蜜等帮扶带动等。

（二）毕业生的动手能力不强

用人单位反映学生适应技能型岗位时间较长，希望能找到马

上能进入角色的毕业生。比如汽修专业的学生，在操作方面与之

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希望学校在培养学生方面注重实用性

计算机专业的企业，希望学生既能会业务办公软件的使用，同时

能够使学生掌握企业监测使用软件的一些技能，能进行电脑日常

的维护和维修。

这给学校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在教学改革中

注重，实操性。让学生多动手进行到实际操作当中去。

毕业生缺少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用人单位希望在校期间能

够多给学生进行与人合作，与人相处，团队精神等心理方面的这

个辅导和培训，以培养学生积极向上，活泼健康的心态，把这种

心态带到工作中，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工作和生活。在日常工作

中要树立团队意识，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培养学生较高的情商

和自我管理能力，要善于和别人沟通。

（三）应对策略

改善中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首要任务是加强学校就业工作指

导。（1）毕业生的就业与招生同样重要，要加大毕业生就业指导和

职业规划工作的力度。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更要稳固毕业生的守

业率。（2）建立健全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机构，加强机构自身培训，

充实培训教师队伍，开展学生就业培训。构建学生就业网络系统，

利用校园网建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信息平台，让企业和毕业生能

在第一时间得到就业信息。调查发现，只有 16.8% 的学生了解一种

就业形势，所以建立就业网络平台势在必行，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实

时的就业形势。（3）举办就业心理讲座培训，许多毕业生缺乏就

业经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不了解就业市场，有的定位过高，有

的缺乏自信，在学生走向社会之前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以便尽快从

学生到社会人这个角色的转变。发挥德育课作用，转变学生择业观

念。学校利用德育主渠道对学生进行择业观念的正确引导，教育学

生树立创业意识，竞争意识，敢于吃苦。调查发现，54.3% 的学生希

望在办公室工作这一点都体现了学生吃苦耐劳的这种思想比较薄弱

45.08% 和 33.61% 的学生希望到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从这点上看他

们的创新意识比较弱，日常教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强化学生的创新

意识，竞争意识，敢于吃苦的精神。让学生牢固树立依托专业技能

服务社会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勇于创业奋斗的择业观念。（4）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优化学校专业结构，多模式办学。学校应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在专业结构课程设置等方面不断优化，满足社会各用人

单位需要。比如校企合作横向联合、把课堂搬到工厂、企业进校园（比

如，北京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下的易车子公司在学校建的车辆维

护车间、谷馨坊的食品生产车间等）、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等。在

专业设置上，应社会的需求学校增添了航空服务专业，民族舞蹈专业，

美术专业，健身体育专业，民族管弦乐专业等。新专业的增设不仅

丰富了校园文化，更让学生在专业技能学习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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