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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马强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400021） 

摘要：伴随着国家对高职院校发展重视度的逐年增加，高职院校扩招，高职院校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学生的质量也在
逐年下降，导致高职院校的毕业学生数量连年急剧攀升，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首先对高职院校学生
的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然后浅析存在这种现状的原因，最后结合教育部文件要求和高职院校的各种特色，给出促进高职院校
学生就业的策略，争取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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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扩招，高职院校学生人数急

剧增加，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从近几年我国高
职院校学生的总体就业情况来看，就业竞争压力比较大，就业形势也
比较复杂，大专生在众多毕业生当中的竞争优势不是很大。每个学生
都希望通过自己三年的刻苦努力学习，毕业后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
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受到了各种各样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高职院校学生
就业情况不太理想。本文从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现状入手分析，然后
浅析存在这种现状的原因，最后结合教育部文件要求和高职院校的各
种特色，给出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策略，争取提高高职院校学生
的就业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现状 
高职院校的学生学历和专业技能水平都处在“高不成，低不就”

的中间段，虽然大部分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就业率也不是很低，
但是整体就业情况不是很乐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 专业对口率普遍较低 
1．有些性格比较慢，比较调皮的毕业生临近毕业还没有找到

自己心仪的工作单位，在学校就业处和学校老师的催促下，急急忙
忙找个单位。即便自己对所找的单位不喜欢，但是想着先积累积累
工作经验后面遇到合适的单位再跳槽，临时过渡一段时间。 

2．有些学生从事的岗位工作和自己所学的专业几乎没有关系，
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

难，从小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的想法就是毕业了能脱离农村，
在城里找个工作就行。 

（二）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随着工作质量的下降而降低 
由于近年来各大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

逐渐增加，众多毕业当中专科生处于高校毕业生中的末端。另外有
些企业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生产车间逐步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集于高度自
动化，生产车间需要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少，一些 985，211 院校毕
业的本科生在生产一线工作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无形当中给高职
院校的学生增加了莫大的就业压力。 

（三）毕业生中暂不就业人数增加 
1．继续向更高的学历攀升专升本。这部分同学是由于高考发

挥失常才就读的高职院校。他们平时学习比较认真刻苦，而且他们
有明确的目标，希望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学历有所提升。这
部分同学占到将近 15%。 

2． 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抗压
能力很差，吃不得半点苦。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稍微遇到点挫折困
难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就业岗位要求太高，但是自己又达不到要
求，他们这部分人也不会选择就业。 

3． 还有一些同学由于个人原因，最主要表现是自闭，不善于
表达自己，自卑，在单位的面试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将自己的能力展
现出来，最终没有被单位选中。 

三、造成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的原因 
表 1  2011-2021 年全国高校毕业人数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毕业人数（万人） 660 680 699 727 749 765 795 820 834 874 909 

（一）客观因素 
由于教育部要求高校扩招，大学的升学率由之前的不足 15%上

升到了现在的 75%甚至更高。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据统计
2021 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 909 万，同比增加 35 万，大专生处于
高校毕业生的末端，在学历和技能水平上都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另外，企业能提供的工作岗位远远少于大学毕业的人数，这样导致
供过于求，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无形当中给高职院校的学生增加
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现目前我国对高职教育不太认同，高职院校的学生在社会
上很难得到认可，一些用人单位带着有色眼镜在看待高职院校毕业
的学生，将高职生拒之门外，从某个方面来说也拉低了大专院校学
生的就业率[1]。 

（二） 主观因素 
1．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欠缺。到了大学，学习主要靠的是自

己主动学，靠自己的自觉去学，任何一个任课老师不会像高中时候
一样催着哪个同学去学习，主要是自己主观地去学习。但是高职院
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高中时候混过来的，高中时候任课老师就放弃
了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自控能力非常差，并且自身的基础较差，
没有目的性，得过且过，导致三年的大学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学到，
基本上不能胜任单位的要求。 

2．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较差，综合素质不高。受有色眼镜
的影响，许多学生认为自己学历较低，专业技术能力也较差，没有
自信，在求职过程中心理素质太差，不能很好地表现自己的专业优

势。还有一些同学，每天沉迷于游戏当中，基本上不参加学校及学
院组织的活动，得不到很好的锻炼，不能很好地将自己展现出来，
在求职过程中很难引起企业的兴趣，导致没有企业录用。 

四、改善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的措施 
为了改善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现状，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2]。 

1．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过程中应该多设实训课程，多方面培
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高职院校相比于本科院校来说，更应该注
重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这既是增加学生的竞争优势，也正是
用人单位看中的一点。并且在学生入学之初要给学生灌输正确的人
生观，告知学生要合理定位，科学定岗，切勿眼高手低，作为高职
院校的毕业生，刚去单位首先要去生产一线锻炼提升自己的专业能
力。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要加强实践教学，这样不仅可
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还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高职院校也要经常出去考察调研用人单
位的需求，不断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2．开展校企合作订单班[3]。在学生入学之初就加入订单班，学
校有针对性地，有目的性地为单位需求培养人才。在这个过程中，
要安排单位的有经验的师傅来学校给学生上课，尤其是实训课，让
学生能够有针对性学习锻炼。也要不定期地安排学生到单位实地参
观学习，通过现场观摩学习，查找自己的差距，从而在返校后努力
学习查漏补缺减小差距。相信三年的学习生活一结束，马上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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