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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心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吴蕾 1  董亚静 2

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2.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2000

摘　要：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发掘促进高职及大学生就业的心理因素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这些心理因素包括：合理预期、

自信远见、情绪稳定、态度谦卑、开朗乐观、顽强抗挫、积极主动和敢于竞争。为培养积极就业心理，建议从社会、家庭、

学校和个人四个层面采取策略：社会层面提供支持以增强安全感，提升谦卑性和竞争力；家庭层面给予包容以增强幸福感，

增强稳定性和主动性；学校层面重视教育培训以增强获得感，提升自信心和预见性；个人层面注重心理健康以增强自我效

能感，提升乐观性和抗挫性。

关键词：高职毕业生 积极心理学 就业心理 

一、调研背景

在大学毕业生当中，高职毕业生群体由于学校定位、

生源水平、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原因，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

地位，对于高职毕业生来说主观能动性对于促进就业有很大

的推动作用，所以有必要深入分析了解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心

理，发掘有利于促进其就业的心理因素，改善高职毕业生的

就业心理，提高其就业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对于推动解决高

职毕业生就业乃至大学生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调研意义及目标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调研找出促进高职生就业的

积极心理因素，以及影响积极心理因素产生的内外条件，从

而找到促进高职生就业的措施和方法，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高

职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并为相关部门提供积极有效的建议，

精准帮扶，更好的推进毕业生就业服务。

三、调研对象及问卷回收情况

（一）调研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高职院校近三年毕业的学生，具

体选取范围分别为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2021-2023 近三年

毕业的毕业生和 2024 年即将要毕业的学生以及带过毕业班

的辅导员。

（二）调研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研有两份问卷，分别为：《高职毕业生就业情

况调查问卷》和《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调查问卷》。通过腾

讯问卷平台向社会面发放问卷，共发出电子问卷约 500 份，

其中《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问卷》回收 198 份，有效问

卷 165 份；《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调查问卷》回收 300 份，

有效问卷 267 份。

四、调研结果

（一）高职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1. 就业率

就业情况如图 1 所示，已签约的或自主择业的比例达

95.9%，但仅签约就业的比例为 71.98%。就业流向方面，约

80% 流向民营企业，4% 流向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

热门行业或企业。

图 1 毕业生就业求职现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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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满意度

针对已经签约入职的毕业生，集中调研了就业满意度

如图 2 所示，将近 86.1% 对当前的工作是比较满意或很满

意的，仅有 8.3% 对“当前工作不满意还想换”，但大多数

也处于观望阶段没有实际行动。

3. 就业流动性

在就业流动性调查中发现，参与调查的毕业生中近三

年工作流动性并不是特别大，与就业满意度呈正相关，在离

职的毕业生中调查发现，大多数约 86.1% 基于个人成长的

需求而流动，只有少部分约 13.9% 是因为对工作不满意而

选择离职。

4. 就业与专业契合度

在研究高职毕业生就业与专业契合度时，发现近 69.7%

的毕业生认为工作和专业不怎么对口。在后面的访谈中也了

解到由于就业形式严峻，导致高职毕业生在就业时选择的主

动性变小，抱着能找到工作就行，不用非得跟自己专业一致

的心态投入到就业市场。

5. 就业影响因素

客观方面，近 99% 毕业生认为社会大环境对就业有影

响，87% 认为学校就业指导也有影响。同时，家庭教育和

家庭资源也被认为能促进就业，而少部分人认为社会评价也

影响就业选择。

主观方面，约 75% 的毕业生认同“提前准备”对就业

有积极影响，69.4% 认为“心态好”是找到工作的关键，其

次是性格好、能力和运气好，而关系硬则排在最后。

（二）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现状分析

1. 就业认知

就业认知研究关注就业形势和目的。就业形势认知平

均得分为 4.5 分，47.4% 受访者大一即考虑职业，39.5% 大

二，仅 13.2% 大三或毕业后开始。就业目的方面，86.5% 认

为工作为稳定收入和生活，67.4% 为个人成长和价值实现，

2% 仅为有事可做。

2. 就业情感

就业情感研究分析预期与态度对就业选择的影响。研

究发现，受访者普遍期望较高的就业前景。在调查中，大多

数受访者（84.3%）倾向于在国企或事业单位工作，79% 的

人偏好公务员职业，而 65% 的人则选择环境优良、待遇高

的私企。相比之下，只有 31% 的人希望从事专业对口、能

发挥特长的工作。

3. 就业意志

通过研究求职动机和求职过程中的挫折应对考察就业

意志。求职动机调查中，有 97.4% 的受访者认为找工作“是

一次必要的人生历练，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并使自己更成

熟”，有 52.6% 的受访者认为找工作“使个人生活态度变

得比较积极”，只有低于 15% 的受访者持有消极的认知态度。

在择业优势选择中，选择最多的是“心态”占 31.6%，

其次才是“能力”，有 23.7% 选择了该项。

4. 就业行为

就业行为研究分析高职毕业生面对就业压力时的行为

方式。在“面对就业压力你会做什么？”的选择中，60.5%

选择主动出击力争上游，21.1% 选择咬牙硬挺，18.4% 选择

图 2 就业满意度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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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应对方式。在求职途径方面，52.6% 选择人才招聘会和

人才市场，31.6% 选择网络招聘、手机 APP 等方式，15.8%

通过学校、家庭或社会关系等依赖他人方式找工作。

（三）高职毕业生积极就业心理因素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切入，发现能实现就业并且就业

满意度比较高的高职毕业生身上存在一些能促进就业的积

极心理因素。

1. 就业认知方面——合理预期、自信远见

（1）合理预期

就业认知研究显示，已就业高职毕业生对就业形式严

峻性有清晰认知，评分高达 4.5 分。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

认识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合理预期对就业有积极影响，高

满意度毕业生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

（2）自信远见

在“职业准备”研究中，86.9% 的高职生在大一、大二

即开始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显示出远见。而在“自我评价”

调查中，他们在学习成绩、工作能力、人际关系和情商等方

面的赋分评价均值均在 3 分以上（满分 5 分），显示出积极

自信的态度。这种自信与远见对就业有积极影响。

2. 就业情绪分析——情绪稳定、态度谦卑

（1）情绪稳定

高职毕业生就业预期分析显示，他们倾向于选择高收

入、稳定的国企、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工作。但统计显示，大

多数高职毕业生实际在私企工作，收入不稳定。令人惊讶的

是，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普遍较高，86.1% 的受访者满意或比

较满意。这表明，即使工作不符合预期，他们也能适应并保

持稳定情绪。这可能是他们就业满意度高的原因之一。

（2）态度谦卑

就业态度研究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用人单位最看重

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学历、社会实践和心态性格等因素。而

在求职过程中，受访者普遍认为自己缺乏社会经验和求职信

息来源等是最大困扰。

 3. 就业意志分析——开朗乐观、顽强抗挫

（1）开朗乐观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能找到自己在择业中的

优势，并且更倾向于认为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他们找到当前工

作的最大优势，其次才是能力、经验和社会关系等因素。

（2）顽强抗挫

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占优势，求职过程中会遇

到各种困难和阻碍。然而，调查显示，97.4% 的受访者认为

找工作是必要的人生历练，可以丰富经验和使人更成熟。一

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找工作使生活态度变得更积极，仅有不

到 15% 的受访者感到个人能力受到怀疑等消极情绪。这表

明受访的毕业生具备较好的耐挫性，能够积极面对失败和挫

折，并从中发掘意义。

4. 就业行为分析——积极主动、敢于竞争

（1）积极主动

高职毕业生压力应对情况调查显示，60.5% 受访者选择

主动出击，力争上游；21.1% 选择咬牙硬挺；仅 18.4% 选择

逃避或躺平。这表明受访者在就职行为上表现积极主动，而

非依赖、退缩或逃避。

（2）敢于竞争

求职途径选择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倾向于通过人才

招聘会和人才市场找工作，也有相当部分选择网络招聘、手

机 APP 等方式。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自主努力，勇

敢面对和参与竞争，而非依赖或逃避竞争。

（四）积极就业心理因素的培养策略和途径

综上分析，促进就业的积极心理因素包括：合理预期、

自信远见、情绪稳定、态度谦卑、开朗乐观、顽强抗挫、积

极主动和敢于竞争。为便于理解，概括为：预见性、自信心、

稳定性、谦卑性、乐观性、抗挫性、主动性和竞争性。具体

途径和策略如下：

1. 社会提供更多支持增强安全感，提升谦卑性和竞争力

国家高度重视高职教育，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扶植，实现了职业教育新跨越，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

持续增强。国家把就业作为民生重点，提出“就业是最大民

生，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消除就业歧视”。因此，

社会需落实利好政策，为高职毕业生提供最大支持和帮扶，

增强其安全感、谦卑性和竞争力。

加强信息公开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目前，就业市场存在

“就业难”与“招人难”现象，大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

许多企业也难以招到合适人才。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增加信

息透明度有助于匹配就业与岗位，减缓就业形势的严峻感，

增强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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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给予更多包容增强幸福感，增强稳定性和主动性

家庭对高职毕业生的支持至关重要，这能够让他们感

到幸福和稳定，从而更积极地面对就业挑战。家庭应营造轻

松愉快的氛围，理解毕业生的情绪波动，特别是在遇到挫折

时，需要家人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这样，毕业生就能增强

内心的力量，有勇气面对挫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

3. 学校重视教育培训增强获得感，提升自信心和预见性

学校应增强教育培训，让毕业生有更多获得感，提升

自我认知和就业了解，增强就业信心并持合理预期。具体而

言，需开设三门课程：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和就业指导。

4. 个人注重心理健康增强自我效能感，提升乐观性和

抗挫性

个人层面需加强心理建设，掌握自我调节技巧，提升

自我效能感，即增强对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与判断力。通过

成功经验积累，增强乐观性和心理力量，提高抗挫性。

正确认识自我，包括通过他评、自评和反思等方式明

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并用平常心态看待。遇到困扰时，需

掌握情绪调整技巧，如宣泄法、合理情绪疗法、放松法等，

及时处理情绪，避免累积。在择业中不如意时，应调整期望

值，理性分析期待与现实，接受现实并从实际出发。面对失

败时，客观分析原因，保持客观心态，以承载更多积极情绪

和体验，增强心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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