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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各大学扩招政策的实行，使得每年大学生毕业生人

数剧增，就业市场对大学生就业要求越来越专业化、全面化，这就导致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职院校作为高校的一部分，面对的就业压力更

大，尤其是高职院校中的艺术生，他们的专业性质特殊，就业面相对较

窄，就业岗位有限，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就业压力会加大，导致部分高职

院校的艺术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本文主要总结了高职院校艺

术生在就业时可能会产生的心理问题，分析了导致就业心理问题产生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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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艺术生面对就业可能会产生的主要心理问题 
经过前期大量的调查发现，高职艺术生大多自幼学习艺术，

但高考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因而选择就读艺术高职，还有一类是喜
欢艺术但学习艺术的时间较短，艺术专业高考成绩不突出，因而
就读艺术类高职，这些学生喜欢自己的专业，就业意向也希望专
业对口，但是社会提供的对口岗位有限，加之艺术类高职学生进
校时，综合起点比本科艺术专业学生要低，经过三年的学习后却
要与同专业的本科争夺工作岗位，他们所面对的就业形势更加严
峻，在即将面临就业或者求职就业过程中，由于自身问题或者求
职挫折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目前发现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
种： 

1、高职艺术生在对于职业选择的定向性存在偏执心理。艺
术类的学生比较注重个性的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一般在很小的
时候就开始了，技能已经基本成熟，并且养成了学习习惯，所以
在找工作时，他们更倾向于找到一个与他们的专业和兴趣相关的
工作，但是这种愿望在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我们的市场目前处
于一种需求量小的状态，所以学生在就业时必然会面临激烈的竞
争。艺术生感情细腻，同时心灵也更加脆弱，所以他们在初次进
入社会处处碰壁的状态下很容易产生对职业选择的偏执心理。 

2、高职艺术生在找工作不顺的情况下还会产生自我价值难
以实现的抑郁心理。多年的金钱和感情的投入，使得他们对于未
来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就业状况来看，这种想法是
难以实现的，所以当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过大时，他们的心里会
产生巨大的落差，这种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失落感使得他们产生
不良情绪，进而发展成抑郁心理。学生在产生抑郁心理之后，会
导致他们心情低落，难以在求职面试过程中正常发挥，严重者还
会抗拒求职，形成自闭的心理问题。 

3、高职艺术生面对就业急于求成导致的焦虑心理。高职艺
术生在找工作时往往渴望迅速地找到心仪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期
望渐渐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容易使他们产生忧心忡忡、烦躁不
安的不良情绪，严重者会对未来丧失信心。还有的学生由于经济
情况急于找到工作，如果失望而归，他们会丧失对职业的追求和
就业的希望，自愧引起焦躁的情绪，从而影响面试发挥，恶性循
环，找不到工作，最终形成焦虑心理。 

4、高职艺术生就业产生的过分依赖心理。部分学生平时的
学业生活都是等着辅导员或家长规划，加之现在生子女居多，习
惯等着父母安排一切，在就业时也缺乏主动性，找工作目标不明
确，准备不充分缺乏主见，对辅导员和父母产生较强依赖心理。 

5、一部分高职艺术生有自卑心理。受一些社会现象的影响，
很多学生会觉得高职生学历起点底，缺乏对自己全面的认识，因
而不自信，还有的有一种找工作要靠关系的错误思想，一些家庭
条件差、没有社会关系的学生会低估自己的能力、不敢充分表现
自己，这种自卑心理会影响他们的发挥，而面试过程中遇到的挫
折会使他们丧失就业的信心和动力，从而导致就业结果不佳。 

二、导致高职艺术生产生就业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 

1、外部因素。 
（1）社会环境：在高考中艺术生的文化成绩要求较低，所

以很多学生会为了考上好大学而选择艺考，加上现在高校对素质
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学校的艺术专业越来越多，艺术生也
在扩招，每年入学和毕业的艺术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
艺术相关行业在不断发展，从事艺术创作性的工作，薪酬是相对
可观的，但是会有很多社会人员也纷纷进军艺术行业，所以我国
艺术发展所产生的职位空缺远小于就业需求。加之应届生的心理
素质较差，工作实践能力相对欠缺，所以找工作处处碰壁，导致
心态崩塌，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2）家庭因素。由于在学习过程中家长对孩子投入了大量
的金钱和精力，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这导致艺术生
在找工作时心理压力很大，害怕失败，这种恐惧和压力会使他们
难以正常发挥，一次次的就业失败更打垮了他们的自信心，使高
职艺术生产生心理负担，从而引起心理问题。 

（3）学校因素。部分艺术高职扩大招生，增加了生源，但
对生源质量缺乏把控。另一方面，很多家长和学生不结合实际需
求盲目报考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就业负担。学校在专业教
育上，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传授，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就
业指导方面投入还不够，所以部分高职艺术生在求职就业时缺乏
竞争优势，不能在面试时展示自己的真实水平，导致就业失败，
从而产生偏执、焦虑等不健康的心理。 

2、内部因素。 
（1）学生自身缺乏学习动机。在高考时艺术生的文化成绩

要求较低，所以他们在比较轻松地考上大学之后便放松了自己，
文化课成绩较差，而他们在高考前对于艺术课的突击在上大学之
后并没有实际应用，加之有些学生本身对于艺术并没有兴趣和天
赋，所以导致他们在大学的学习中缺乏动力，难以摆清自己的位
置。 

（2）一部分高职艺术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导致心理问
题的出现。艺术生相对于一般学生感情更加细腻，考虑问题感性
大于理性，所以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难以以一种正确的眼光去
理性的思考，甚至有些学生过于沉迷艺术的世界，难以了解社会
的现状，同时也缺乏准确全面的自我认识，当他们初次接触社会，
并且效果不佳时很容易出现失落心理。对自身的定位不准，导致
他们在初入社会时很容易就业失败，加上他们心理素质较差，对
于这种失败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很容易导致抑郁心理的出现。 

总结：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

才，也就意味着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高职艺术类
学生因其特殊性，他们的就业问题则更加严重，因就业引起的心
理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艺术类高职学校对这些问
题必须引起重视，针对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有
针对性的寻找对策，防范、疏导和调适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帮助
学生实现毕业到就业的顺利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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