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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关小芳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随着民办高校的不断发展，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质量也因此受到了重视，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逐年下降的现实下，

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就业率更低。本文针对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分析，探索先阶段艺术类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影响因

素，进而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相应的实践措施，从而提升民办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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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art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In the reality tha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the employment rate of art 

graduate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lower.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ability of art students in private colleges,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mployment of art students in the first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measur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private art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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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行各业的更新换代，高等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发展，我国

民办高校艺术专业已成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的重要场所之一。由

于民办高校与普通高校存在差异，如民办高校学生入学的总体水平

与普通高校存在差距，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就业能力薄弱。近年

来艺术类专业院校的数量越来越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艺术类专

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是现阶段市场对艺术类专业人才的需

求增长却是比较缓慢的，这导致艺术类专业人才与市场的需求不符

合，目前艺术类高校学生的就业是较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加强提

升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的就业能力，做好学生就业工作是推动民办

艺术教育和谐发展的重中之重。 

1.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的就业现状分析 

1.1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存在地域差异 

艺术的发展依附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类用人单位通常主要

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或省会城市，这些地方一般资源丰富，经济发

达，交通便利，有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对于艺术类学生的需求

相对较大。与普通院校相比，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为了能够找到

满意的工作就会倾向于沿海城市流动，而在县城或乡镇的艺术类学

生就会向省会城市流动，偏远地区便不是艺术类学生的首选。 

1.2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求职能力不足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在校期间，部分学生就业观念单薄，不重

视就业指导课，缺乏正确的就业观[1]。还有部分艺术类学生目前的

就业市场和就业形势不了解，对于自我期望值过高，就业时盲目从

众，没有自我主见。受艺术类学生自身性格影响，一部分学生走向

工作岗位后，不愿意服从管理，缺乏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1.3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的就业指导缺乏实效性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求职渠道较窄，目前高校的就业服务工

作，主要通过校园招聘会来引导学生参加企业宣讲会。一方面，综

合类大学招聘会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多为综合类的，艺术类学生专

业对口企业较少。另一方面，目前民办高校辅导员主要承担学生就

业指导工作，部分院校也安排了学业导师进行就业方面的指导，但

对于学生个人针对性较弱，还是无法做到实质性的指导，对于艺术

专业的辅导员而言，非专业人士，因此在就业资源、就业渠道和经

验方面所给予的帮助有限。 

2.影响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质量的因素 

2.1 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与就业岗位不对等 

部分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会感到自己的竞争压力大，不仅仅

是因学生本身的专业素养欠缺，每年毕业生数量过多也是竞争压力

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近年来各高校对于艺术专业愈发重视，

目前民办高校都在扩大招生，导致每年艺术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也在

逐年增加，但由于社会上现有的工作岗位有限，即便近几年与艺术

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可是其增长的速度远不及艺术

类毕业生数量的增幅。 

2.2 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对自身能力认知有偏差 

艺术教育投入是高于其他教育投入的，这也是导致毕业生期望

值过高等特殊的就业困境，也是目前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困难

的主要原因。艺术类学生不仅要学习基础知识课程，还要学习艺术

相关的课程，艺术类的课程必然牵扯到器材工具相关费用，同时现

在民办高校艺术专业学费较高，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所需要投入的

就会更多。在此基础上，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往往会产生“高投入，

高回报”的心理，这种心理会导致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的择业观

念出现偏差。 

2.3 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重专业而轻文化 

现在很多民办高校都在进行艺术教育改革，并且取得了很显著

的效果。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艺术类学生对文化课都没有兴趣，认为

文化课的学习枯燥，会限制自己的创新想法。注重艺术课的学习方

式虽然能提高艺术类学生的专业素养，但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这样就会限制学生的全面发展，导致学生在步入社

会之后会迷失自己，这样就使艺术类学生的就业能力无法提高。 

3.提升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措施 

3.1 加强宏观调控，采取有利于艺术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措施 

3.1.1 完善就业制度 

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积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强化宏观调

控，定制与艺术类专业毕业生流动的辅助政策定制好，真正为艺术

毕业生的正当权益提供保障。政府引导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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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奉献发挥光亮，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逐年增多，并且都希望留

在城市工作，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进行积极政策制定，激

励和引导艺术类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到基层、西部等真正有需求

的地方就业。 

3.1.2 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民办高校艺术类学生竞争力增强务必要建立在公平、透明、公

正的就业环境基础上。一方面，应树立健康的就业舆论导向，加强

对艺术类学生就业观念的教育，增强其就业的积极性。使各种媒体

的效应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加大推动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推广力

度，使创业精神得到发扬。另一方面，加大缔造就业服务体系的力

度，提供给就业有利的条件。建立资源共享、信息畅通的网络平台，

对学生就业状况进行追踪和摸底，不断的将就业咨询服务提供给他

们。 

3.1.3 向就业创业相结合转型 

在艺术专业学生就业方式趋向于多元化和灵活之势的大背景

下，走上自行创业的毕业生日渐增多。各地高校均应当使创业和就

业有机融合，使创业拉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得到发挥，完善课程

体系，使实践实习、专门教育等方面渗透到创业创新教育当中。将

“互联网+就业”的新型方式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以毕业生本身

条件、个性特色为据智能化的配置供求，使毕业生求职更具针对性。 

3.2 规范学校管理，完善人才培养工作机制 

3.2.1 规范教学管理，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在学校管理中是以教学管理为重点管理部分，部分民办高校轻

视文化课，教学流程无序，作为应用型和实践性的艺术专业，要求

老师不但专业理论素质较高，也需实务经验素质，即老师要具有“双

师型”素质，而目前民办高校正缺乏创新型教师[3]。就业指导应当

秉承“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学校要加强同企业、外校及人才

中介的合作，邀请专业人士或企业来学院举办讲座，利用社会资源

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同时开展“走出去”策略，引领学生迈进各

行企业中，在实践中收集企业需求信息，最后达到提高就业质量的

目的。 

3.2.2 把握社会需求导向，找准人才定位  

民办高校艺术类人才培养目标无法与社会发展诉求相符合是

艺术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即用人单位“没人可用”以及

毕业生“没业可就”的狼狈局面出现，根本原因在于艺术类人才培

养错误所致。我们不仅要培养研究型人才，更需要培养大量应用型

人才，尤其是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因此要破解目前的狼狈局面，就

要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探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弄清楚“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两个基本问题，培养出能接受市

场检验的人才。 

3.3.3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增强实践能力 

民办高校艺术类教育应实行“学历＋技能”的教育形式，在培

养学生技能的同时开展素质教育，实行“七分实践，三分理论”的

教育方式。校企合作可以与市场、社会需求相契合，也是一种“双

赢”模式，院校在得到企业的需求和反馈之后就可以与市场需求有

机融合，学校使用企业供给的设施，企业也不必担心培育人才无场

地，使学生在院校中学习的知识有机结合企业实践，令校企间的技

术、设施达到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双赢”。  

3.4 全面提高艺术类院校毕业生自身综合素质  

3.4.1 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需求层次论提出，指出人

的需求可分成生理、安全、归属感和爱、自尊、自我实现这五大需求。

在马斯洛有名的自我实现论中，被他定义为“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开阔

能力、天赋、潜力等。只有这样才可以将自我实现的期望变成现实，

所有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事情均会尽最大限度的完成。”[4] 

3.4.2 客观分析社会需要，树立正确择业观 

民办高校艺术类毕业生在当前就业局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务

必要对个人的优缺点展开客观性分析，并结合职业，要以自我发展

为中心确定工作性质。选择职业应以社会需求为据，使自身优势得

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院校应以毕业生就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为据，

进行有关就业指导咨询会、讲座的举办，协助毕业生将就业前的预

备工作做好，准确定位择业观。 

3.4.3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 

市场导向型的毕业生就业机制已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中逐步成型。目前，市场对毕业生要求呈逐步增高的态势，然而

艺术类专业在教育模式上依旧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通过调查得

知，在毕业生素质中，用人单位重视素质前五的素质为：专业基础

知识、道德思想修养、解决问题能力、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分

别占比为 32.5%、22.8%、16.7%、9.1%、6.6%[5]。民办高校应以艺

术类学生的特征为据时常投入到社会科学、人文等研讨、讲座的组

织当中去，利用此类活动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 

就业是民办高校生存发展的基石，教育部已把它作为衡量高校

工作、评估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民办高校而言，为解决艺术

类学生就业问题，就需要规范学校管理、加强学生的教育培养、完

善就业指导，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提供有效的信息平台，帮助学生

合理转变就业观念，提高个人综合能力，切实解决民办高校艺术类

学生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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