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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就业挫折简析 
◆秦仪燕 

（甘肃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新时代大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就业，时代使命才能很好的承担起

来。现在大学生就业挫折的现状不容乐观。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也有很

多。通过各种途径改善大学生就业受挫的现状有利于青年能够更好的承

担时代使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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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就业制度的推进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扩
大，大学生的就业和就业挫折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
题。就业不顺利是大学生首次直接面对社会时遇到的挫折。“挫
折和挫折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和心理现象,是个体在实
现目标过程中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或干扰,使需要和动机无法满
足而产生的紧张状态和情绪反应”①。“就业挫折是大学生在就业
过程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使其需要
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紧张情绪体验”②。这种挫折感潜在
负面影响主要有：可能滋生和助长新的“厌学风”，出现理想信
念的危机，焦虑增加，影响大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诚信缺失。
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群体,而且处于青年这一人
生观与世界观尚未完成与成形的阶段,如果遭遇就业困难的挫折,
轻则影响到自身健全人格的培养,重则会对社会安全带来隐患。
作为高学历人群,大学生充分就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
众对国家政权的信心。 

一、大学生就业挫折的现状 
（一）大学生在职业设计选择时，对就业信息了解少，导致

择业时的困惑。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从网络上了解招聘信息的，他们获取的

信息的有效性不够，普通院校提供的就业信息有限，所以他们对
当前的就业形势充满迷惑，想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对口的工作却
往往难以实现。很多大学生都是在临近毕业时才开始考虑就业问
题，没有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以致在快要毕业时手忙脚乱，
不知从何下手。 

（二）大学生在求职时期望值偏高，总是无法找到称心的工
作。 

现在的大学生数量剧增，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而部分
大学生的就业观还停留在传统的“精英教育”阶段，其期望值有
些脱离现实。一般大学生希望底薪在 3000—5000 元之间，并且
比较注重工作环境与社会地位，过于期望高待遇，期望受到较高
重视与栽培。殊不知中国现在的就业与大学生毕业数量激增的矛
盾，一味的按自己的意愿来择业就业，导致就业期望与社会需求
错位。“就业期望与社会需求错位的主要表现是：首先过于高估
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实际工作需求的能力之间的错位，其次是当代
大学生的“精英教育”就业观与目前的“大众化教育”就业观的
错位，再次是大学毕业生的盲目乐观与现在的就业压力的错位，

后是大学毕业生的薪酬要求过高与其实际贡献能力有限的错
位”③。 

（三）大学生初上岗时，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导致就业的
不适应。 

就业后的大学生无法很快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缺乏人际关
系的沟通能力，在工作岗位中不能很好的和同事进行工作中的交
流，遇到问题也无法及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加上由于很多职
位不是自己 初的选择，对工作有多多少少的抱怨，所以容易导
致就业后还是感觉没有安定感和归属感。 

二、大学生就业挫折的原因 
（一）大学生自身原因—自我认识上的差距和个人素质的差

异 
就业挫折的主体是大学生，部分大学生对自身认识不足，自

身素质不适应就业市场需要。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我，过
于低估自己，不善于表达自己，缺乏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勇气，在
择业竞争中出现自卑害羞依赖软弱等心理特点，以至错失良机。
有些大学生平时注重从专业素质和技能方面提高自己，而忽视环
境的能力，不能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一部分
学生为自己设立过高的目标，导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产生挫
败感，加上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对社会
了解严重不足，在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时往往生搬硬套书本知识，
缺乏理性思考，在求职择业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的社会经验，对困
难的估计不足，容易造成挫折感。 

（二）高校教育体制的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主要是着重于知识的传授，在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上十分缺乏。在这种应试教育体制下，我国的大学生
往往缺乏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加上文理科不平衡，使文科院校
的学生更难就业。学校在注重理论知识的时候忽略了学生独立人
格的培养，有少数学生把就业仅仅依赖在父母和靠关系上，长久
的依赖心理使他们很难独立的面对就业，而且高校对学生的就业
指导和就业政策宣传不到位，毕业生对招聘信息了解很少，就错
失了很多机会。大多数的大学生都是在临近毕业时才开始了解相
关的就业信息。学校平时在这方面所做的宣传少之又少，这样就
渐渐的造成了大学生的就业挫折。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1、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

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社会上的就业岗位总量在增加
的同时，其供需关系也已经从“ 供方市场”向“需方市场”转
变。而这种转变极大地影响到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自 2003
年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每年高校毕业
生人数基本上都是以高于 20%的比例快速增长，社会每年所能提
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在 600～800 万，不能满足大学毕业生庞大的
且具有很高期待值的就业需求”④。加上 近几年金融危机的影
响，高校毕业生的增加速度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适应，也导致
了大学生难就业的问题。 

2、对于大学生就业国家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例如鼓励大
学生自主创业，但是政策往往“雷声大雨点儿小”没有落到实处，
没有给大学生带来真正的实惠，反而“成就”了一些投机份子。
国家的有关就业政策，例如户籍限制、过高的学位限制、年龄限
制等都是现在大学生就业的障碍，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用
人单位在现在供大于求的现状下，注重实用主义和高人才消费，
片面追求实用性，欠缺用人才来发展本单位的长远眼光。 

3、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在贡献于索取之间，在义
与利的价值选择上，功利色彩浓厚，表现在择业上便形成了追求
个人价值实现才能的发挥和较高的物质待遇，寻找良好的工作环
境”⑤。他们想到外资企业去，想到国外去，想到挣钱 多的地
方去。这些实现不了就难免会出现就业困惑和挫折。 

4、家庭、学生因为对大学教育有较高的投入，期望得到相
应的回报，就形成就业观念的障碍，我国有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的
家庭供子女上学就是期望子女在大学毕业后的工作中获得相应
的回报，通过大学教育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找到一份高新体
面的工作。这种过高的就业期望，为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在观念
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三、大学生就业挫折有效的解决途径和办法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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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人的权力的保护越来越完善，就业归根结底就是
人的价值的实现，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之一，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政
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坚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位置”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落实到大学生就业方面首先就要
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二）正确引导大学生合理正确评价自我，以正确的态度来
对待就业中挫折。 

要让大学生转变观念，调整思路，合理调整记忆也期望值，
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发现自己的不
足。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欺欺人，树立积极、乐观。理智的人生
态度，同时要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
炼现代职场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在培养综合素质提高自身就业竞
争力的前提下拓展就业思路。 

（三）深化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高毕业生的
适应能力。 

高校要强调通识教育的必要性，使学生适应新形势对市场需
求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且以就业为导向，
合理调整和设置学科专业。高校要完善相应的就业指导服务体
系，为大学生多提供就业的相关信息，实现学生的专业化与个性
化。有时间开展就业方面的讲座，加大辅导力度。做好相应的宣
传工作。 

（四）优化社会环境的调控作用 
1、充分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表

现 为充分。一方面，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起决定性作用。经济
体制结构决定高等教育的体制结构，经济总量规模局认定高等教
育的总量规模，市场供求决定高等教育的供求；另一方面，高等
教育对经济发展也有反作用，只有当社会经济总量的规模扩大，
速度提高时，对高等教育的规模，速度的需求才会随之扩大。“因
此，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必须依靠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
增长。在当前，要优先发展那些就业增长空间较大的产业和企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⑥。 

2、大力规范就业政策，完善就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就业竞
争环境。 

社会要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更加完善就业市场的
和就业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竞争机制，尤其是在当前各级
政府须大力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大限度的营
造就业环境。政府要重视就业工作，完善毕业生就业法律法规。
同时用人单位在在选拔人才时要综合考虑。“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学校及有关主管部门之间要形成比较全面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和人才供需双方利益的配套政策，同时要理顺人员选拔机制，真
正做到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让毕业生们凭个人才能
就业”⑦。 

3、正确引导大学生认识贡献于索取之间的价值关系。 
大学生要改变长期依赖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功利主义

就业观，在择业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回报多少，改变“只到外企
去，只到国外去，只到政府机关”的观念。要多项选择，在择业
时有一定的敬业精神，吃苦精神。协作精神。和职业道德等。有
机会可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扩大就业视野。 

4、家庭要合理调整期望值，转变就业的观念。 
不能仅仅因为对教育投入的过多和期望值过高而在学生择

业时只选择薪酬高、体面的工作。很多家庭希望子女毕业后有“铁
饭碗”，让他们一定要在政府机关工作，背离了学生的本意。家
庭要根据学生自身的条件和所学专业来选择就业岗位，不能只是
一味的追求高薪，体面以及“铁饭碗”。 

四、结语 
总之，大学生就业是一项系统的的复杂社会工程，需要大学

生自身的完善和观念改变，也需要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和媒体

舆论和学生相互配合，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合力，才能妥善解决大
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具体学习和实践中，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以让其正确认识自我，准确定位，树立科学合理的就
业观，进而解决其就业问题。同时，社会各方面都要关心大学生
的就业工作，帮助其优化就业环境，使大学生真正成为学有所成、
学有所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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