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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电信类毕业生精准指导路径探索 
杨航 1  孙智妍 2 

（1.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辽宁大连  116024） 

摘要：近年来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疫情对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影响，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远超以往的就业压力。本文就疫情

背景下电信类非保研毕业生考研、就业意向进行调查，分析疫情对学生准备就业和复习考研的影响，为有针对性，科学有效的开展

毕业生职业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撑，探索考研学生专业研究方向和复习规划的精准指导与就业学生就

业技能提升的精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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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爆发全球范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传播广泛、蔓

延迅速，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2020 年年初，中国首

当其冲地遭受了国民生命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但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举国同心的疫情防控，国内疫情在全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北美、欧洲等地疫情蔓延仍在

继续，感染人数节节攀升，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同时随着近年来国

家的各项教育政策、制度的改革，全国各大高校不断扩招，学生们

受教育的机会增多，但这使得高校毕业人数也不断增加，在疫情背

景下，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远超以往的就业竞争和就业压力。积极掌

握学生就业与考研意向，探索如何针对毕业生开展精准咨询指导，

对学生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职业生涯的科学规划意义重大。 

一、疫情背景下电信类毕业生精准指导存在的问题 

1.针对拟考研学生，专业研究方向和考研复习规划的精准指导

有待加强 

近年来应届毕业生中考研比例逐年攀升，2021 年全国考研报名

人数达到 422 万，较上一年增长 81 万，如果对比 2021 届毕业生入

学年份 2017 年的数据，会发现考研人数从 200 万左右激增至 422

万，四年时间考研人数增加一倍。今年受疫情影响，学生上半年未

能返校，居家学习期间学习效率和学习状态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因此即使在研究生招生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选择考研的学生仍

面临着远超以往的备考压力。 

与此同时，考研学生也普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对考研复习

规划不明晰，或规划完成度不高；其次是只有明确考研意愿，却没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在日常工作中，虽针对以上问题开展了相关的

考研指导工作，但在专业研究方向的介绍上形式还过于单一，缺乏

创新性，学生的专业兴趣仍有待激发；在考研复习规划的指导上还

缺乏针对性，大多以个人案例或经验分享形式开展，不能对每名同

学的需求予以回应。 

2.针对拟就业学生，就业信息获取和就业技能提升的精准指导

仍有欠缺 

近年来全国各大高校不断扩招，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

是让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经过前期谈心谈话了解，电信类学生就业

意向明晰的较少，拟就业学生中普遍存在就业准备工作滞后的问

题。部分同学只有毕业后直接工作的计划，但缺乏实际行动执行力，

筹备就业相关工作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简历制作不完善，就业信息

不掌握，笔试面试无准备等方面。 

以 D 大学为例，针对学生获取就业信息不充分的问题，该大学

电信学院尝试创建就业信息分享群，群内覆盖六个专业，电信类专

业对口企业信息相对较为完备，但学生获取信息后参加宣讲会的比

例较低，对就业市场信息了解仍停留在表面，未进行深入探究和了

解，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就业意识薄弱，获取信息主动性差的问

题。针对学生就业技能需要提升的问题，学院组织多次线上简历指

导培训课、开展简历制作大赛，同时及时发布学校就业指导相关活

动信息，引导学生主动提升自身就业技能。但仍存在就业技能指导

缺乏精准性，不同学生的基础差别较大，不同学生的诉求也各不相

同，群体性的指导只能解决常见的问题，但对学生个体遇到问题很

难彻底解决。同时存在老师与学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多依靠老

师主动与学生谈心谈话沟通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学生很少主动咨

询老师就业信息和就业技能相关内容，交流效率不高导致不能全面

具体地掌握每一名学生的情况，因此开展精准指导存在较大障碍。 

二、疫情背景下电信类毕业生考研、就业意向调查与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年级学生的就业与考研意向，向学生提供更精准

更全面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准备、积极面对就业

和考研的新形势，本文开展了面向 D 大学电信学院非保研毕业生的

就业与考研调查。本次调查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共抽取了 147 名同学参与问卷作答，其中男生 113 名，女生 34 名。 

调查结果显示，43.54%的同学认为疫情对毕业后规划影响较

大，超过 95%的同学认为疫情对个人规划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疫情

后 74.83%的同学选择考研，20.41%选择就业，4.76%的同学选择出

国、创业等其他去向；在选择考研的同学中 83.64%的同学考研的主

要目的是本科毕业已不具有竞争优势，考研有利于将来更好的就

业，50%的同学考研的主要目的是想进一步完善提高自己的知识结

构和层次；在计划考研学生中，96.36%的同学选择不跨专业，继续

读本专业研究生，3.64%的同学选择跨专业考研；在计划考研学生

中，99.09%的同学认为 2021 届考研形势相对严峻，79.09%的同学

认为疫情对考研复习有影响，其中 96.55%的同学认为疫情期间影响

学习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多易分心，52.87%的同学认为疫情使上一

届考研进度推迟，搜集资料不及时，50.57%的同学认为疫情期间咨

询老师和购买资料不方便。 

结果显示,在计划就业学生中，76.67%的同学认为 2021 届就业

形势相对严峻，16.67%的同学认为就业形势正常；63.33%的同学认

为疫情对就业准备有影响，其中 68.42%的同学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导致工作机会减少，63.16%的同学认为疫情期间获得的就业信息

较往年在校生有所减少。这说明，疫情期间无论是外部经济环境的

变化还是学生自身准备就业的进程都受到了较大影响。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广、延续时间久，2021 届学生正面

临准备就业和考研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对学生生活与学业的影

响，学生的个人规划也因疫情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现阶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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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选择考研比例较高，一方面反映出部分学生渴望通过继续读研来

从事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从而提升整体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更多

的同学还是迫于就业压力，为长远打算主动报考研究生，以此来提

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将来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今年受到疫情

影响，部分同学考研复习进度缓慢，在家学习影响学习环境的不确

定因素较多，迟迟不能进入状态。 

现阶段学生选择就业比例较低，反映出学生对外部经济环境的

变化和自身就业准备缺乏信心。对于学生自身就业准备来说，大四

正常应该到了实践实习、学习实际技能的重要阶段。但受到这次疫

情地严重影响，学生的实体实习落空了，而现阶段线上实习有很多

更像是一种形式和走过场而已。对整体就业形势而言，学生普遍认

为 2021 届就业形势相对严峻，主要原因有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导致

工作机会减少、2020 届就业率相对较低导致高校毕业生待就业人数

激增和疫情导致校园招聘较以往有所减少。 

三、疫情背景下电信类毕业生精准指导路径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年学生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疫情防控期间学

生既得到了历练成长，也面临着新的困境。对于毕业生而言，更是

对学习能力与意志力的综合考验，在实际工作中要引导学生及时调

整好学习生活状态，积极应对就业和考研的新形势。 

1．引导学生充分准备，积极争取机会 

疫情期间应引导毕业生们结合自身专业和兴趣爱好，认真思考

未来的择业方向。对于准备考研的同学，趁疫情期间静下心来有目

标有规划的进行考研复习；对于实习和就业中的面试，可以趁疫情

期间认知梳理自身优势和短板，组织好面试的语言表达。还可以上

网找一些企业的面试题库进行练习，或是列举一些可能会被问到的

问题，组织答案，模拟应答。这些方法都能够有效提高正式考试时

的信心，帮助学生做好随时“主动出击”的准备。 

2．鼓励学生与同辈多交流，减轻焦虑感 

学生的焦虑部分来源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感，与同辈

多交流，可以让学生共享了解到考研和就业相关信息，一起探讨现

状寻找解决的办法，获取更多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除

此以外，同学间可以互相鼓励，一起克服难关。社会支持感与压力

感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良好的大学生比社会支持不良大学生的抑

郁、焦虑显著较少。所以，同辈鼓励所带来的支持感可以降低焦虑

水平，共同应对不良情绪带来的消极反应。 

3．帮助学生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挑战 

良好的心态是帮助学生度过防疫期的关键。在这个特殊时期，

要相信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同时更要相信自己。为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和疫情叠加对就业形势的影响，教育部提出了多项措施，如加强

网上就业服务，适当延长择业时间等。社会各方也积极为应届大学

生们出谋划策，“线上双选会”、远程视频面试、“无接触招聘”成

为了春招各方企业单位的首选。求职学生们通过在线申请、远程面

试、电子签约即可完成求职和入职的全部流程。 

4．搭建多元指导平台，开展精准指导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情况和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 D 大学

电信学院为例，学院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电信类毕业生精准指导工作

开展“护航 2021”系列活动，以指导服务考研、就业学生为根本，

以提升学生科学规划能力和行动执行能力为主线，成立年级“护航

工作组”，搭建“护航畅享会”、“护航心语坊”、“护航茶话会”、“护

航释压赛”、“护航信息群”五个系列活动平台，针对不同学生群体，

深入开展精准指导工作。 

（1）开展“护航畅享会”系列讲座和分享会。邀请学院各专

业、各课题组老师在考研报考前，开展“畅享研途”专业分享会，

解答学生对于专业研究方向的各类问题，同时增强本校专业在考研

报名时的吸引力。邀请就业处就业指导教师开展就业指导畅享会，

针对简历制作，笔试准备，模拟面试等方面技能进行讲解，提升就

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 

（2）开展“护航心语坊”个体咨询指导和谈心谈话。辅导员

利用自身掌握的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服务能力，与有困惑、有疑问、有需要的同学提供一对一谈心

谈话和个体指导，精准确定学生需求，精准开展咨询服务；开发线

上预约系统，方便学生与老师预约，同时便于老师掌握学生诉求，

提高沟通效率。 

（3）开展“护航茶话会”朋辈交流分享会。组织年级学生党

员深入社区驿站，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展朋辈交流茶话

会，共享考研和就业相关信息，讨论研究问题，营造团结向上、轻

松愉悦的氛围，缓解学生压力，减轻焦虑。 

（4）开展“护航释压赛”运动主题释压活动。2018 年全国教

育大会提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因此在学生忙于考研和就

业的同时，也要通过开展释压篮球赛、足球赛、长跑等活动引导学

生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在体育锻炼中放松身心、增强体质、锤炼意

志。 

（5）组织搭建并及时维护“护航信息群”。根据年级学生现阶

段的需求，建立年级就业护航信息群和各专业考研护航信息群，及

时在群内有针对性地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和考研学习资料，同时线上

解答学生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因企业招聘岗位大多均面向所有电类

专业，建立年级就业护航信息群，可以有效地进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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