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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

越多的适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因此不断增

加，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困扰

着不少毕业生。面对这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

必须认清目前就业形势，努力学好本领，拓展自身能力，形成正确的择

业就业观念。只有学会适应就业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当代大学生

才能够顺利就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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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您会选择怎样的工作？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直是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相对前

几年而言，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业的困难度随着高
校毕业生人数的逐年增长而变高，大学毕业生面对就业会感到越
来越大的压力。所以，毕业生在就业时要给自己做一个正确的定
位，首先就应该在观念上进行转变。而在校大学生在一年级就应
该了解自己专业的就业形势，为自己确立未来的就业目标，就业
方向，在此基础上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分的
准备。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 
“根据有关数据，2016 年高校毕业生突破 700 万，2017 年

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 795 万人的历史新高，2018 年高校毕
业生突破 800 万，加上留学归国，待业准备就业的大学生等，就
业人员将达到“1000 万+”的规模”。[1]大学生总体就业形势一年
比一年严峻。尽管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促进大学生的就业
问题，但因为毕业生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就业的竞争就会逐渐
激烈，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可以预测的是，将来相当长
一段时期内大学生就业压力不会减弱。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 
多方面的原因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社会的就业机制、政

府的就业政策、教育机制、市场的缺陷、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难以达成一致等因素。其中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对
就业有着重大的影响，一部分大学生自身具有极高的优越感以及
对社会就业有着很高的期望，认为自己优于别人，毕业后可以轻
松随意的找到一份工资高、待遇极好的理想工作。然而现实给了
他当头一棒，出来社会后非但没被自己理想的公司取用，还四处
碰壁。正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评价自身能力，好高骛远，丧失了正
确的就业观念，使得在就业时经常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
况，只想寻求在好地方、大企业里工作，却 终错过就业就会。 

三、大学生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形成大学生就业观念 本质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

发展与区域发展不协调，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高管
和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2]除此之外，个人的想
法、阅历以及对社会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影响。有一部分的大学生
就业观念很正确，这毋庸置疑，但仍有一些的就业观存在误区。
他们过于理想化，都想找到自己 理想的工作，要做出轰轰烈烈
的大事，却因为不能正确的认识社会，客观的评价自己，而忽略
求职过程中需求信息的收集，要学习的技巧和其他的社会因素，
把就业过程想的太过理想化，对自己有很高的定位。还有一部分
的大学生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过于注重自身的生活条件和追求
眼前的经济利益，急切想要过上优裕的生活，一心想到大城市去、
到挣钱多的地方去，对乡镇的企业和边远山区不屑一顾。还有一
些则是一心注重自身利益，“不管自身条件和专业,一心向往收入
高、地位高工作。”[3]各种各样不正确的就业观常常导致一些我们
不想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不仅对自己将来的求职就业有个正确的
方向指导，迈好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而且有利于自己适应今
后的工作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学生要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我认为具体有三个方面，

分别是“降低、提升、适应”。 
一是降低，即降低对就业的期望值。这就要求大学生们能及

时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就业发展方向，就业理想，我们既要有理想
又不能把就业目标放的太高，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及岗位获得的现
实可能性做适当调整。并根据自己的兴趣、个性、价值观扩大就
业范围，为自己准备多个就业方向。对于工资报酬这一方面，不
一定非得一开始就从事高薪职业，每一个高薪职业的背后都是从

开始的基层坐起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再基层努力一两年先
积累经验，积累经验对于一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
要的。大学生要追求梦想和事业上的成功，必须脚踏实地，埋头
苦干。 

二是提升，即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要
在大学期间学习更多的知识，经常阅读名著，有宽厚扎实的基础
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谈吐文雅，注重优良思想道德的培养，
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等，从各方面提升自
身素质，为以后出来社会就业打下基础。平时还要养成一些良好
的习惯，这就要求大学生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和相
关方面结合起来，而且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
能力，实现对自身的全面提高。 

三是适应，即适应不同的就业形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
形势，大学生们必须清楚的明白，尽管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就业
很困难，但机会永远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在校期间，不仅要
学好专业知识而且要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加入一些对自
己有帮助的社团，找机会跟随社团成员外出实践，利用课余时间
多接触，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加深对社会的认识，适应社会的
变化与要求。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在日常
生活中不断思考和体会才能实现的。作为理工科的学生，在大学
期间除了要学好专业理论知识以外，还要注重动手能力的提升，
同时要多参加社会类的实践活动及各类竞赛活动，在活动中锻炼
自己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等等，为将来
就业做足准备。“机遇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未来的就业形势虽
然十分严峻，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机会是永远留给有准
备的人。早准备，早行动，以更好的心态面对目前的就业形势，
面对社会、职场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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