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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量研究指出就业压力是高等教育学生的重要压力来源，其中又

以大专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尤为突出。大量大专就业分析显示，高职院

校学生过度的就业压力对就业效能有负影响，因此加强大专学生就业压
力研究势在必行。了解专科学生就业心理，维护学生身心健康也成为社

会越加关注的话题。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访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就业压力

分析，并对应措施进行探讨，旨在帮助学生调整良好的就业心态，顺利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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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急速发展，大专生数量也快速上升，这部
分学生群体因社会、学校、自身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大专生特
有的心理状态。这其中就业压力是他们心态构成的重要一环，也
是对于学生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一环。本研究希望通过
开放式采访调查了解大专学生特有的就业压力成因，并对应对措
施进行探讨，通过多方携手帮助大专生建立正面就业心态。 

一、专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2018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了 2017

至 2018 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我们查阅就业率及薪酬情况发现，
2017 届高等教育毕业生月收入平均为 4317 元。其中，本科院校
毕业生 4774 元，高职高专院校 3860 元，本科院校毕业平均月薪
资高于高职院校学生。但从 2008 至 2017 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
入增长来看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增幅为 83%，相比之下大专毕
业生增幅 92%，增幅比例大于本科学生。且高职高专就业率持续
攀升，近年已经超越本科就业率。从数据可知伴随国家对职业教
育以及对于专科学生就业的重视，专科学生的就业形势增长良
好，但高职学生的薪酬水平与本科学生仍有一定差距。 

二、专科生就业负面压力源分析 
1、自卑心理 
从近几年数据观察可知大专生就业率已反超本科，但大专生

心理上认为自己专业知识、工作能力方面不如本科学生导致的就
业压力极为普遍。在开放式访谈的数据统计中仅有 18%的专科学
生认为自己与本科学生相比有不同方向上的竞争力。这种心理导
致一部分专科学生压力极大认为就业竞争难度太大，最终自暴自
弃，对就业效能有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2、盲从攀比心理 
在关于求职信息来源的问题中，50%以上的专科学生将询问

周围同学的毕业去向勾选为重要的求职意向参考，并表示出了因
为仅仅因为跟从同学决定就业方向，对企业信息求职单位需求不
了解的担忧。很多同学反复提及如果同伴进入企业而自己落选会
感觉丢脸，可知盲从导致的攀比焦虑也是专科学生就业压力的一
大来源。 

3、急功近利心理 
在关于“选择职业最重要的几个因素”的调查中，学生认为

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薪酬、地缘、工作环境。缩小到唯一选
项时薪酬成为学生最看重的因素。对于入职后发展培训、工作稳
定性、行业发展前景、企业文化等其他因素受访学生 69%表示“没
想起还有这些因素”、“比不上入职薪酬”。 且调查中 54%的学生
认为自己不了解企业需求人才、对自己无法胜任岗位感到担忧，
但仅有 1.4%的学生表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愿意从基础工作开始
学习。学生对于就业选择上的急功近利心理可见一斑。 

三、就业负面压力源产生原因 
参与访谈的学生中有 49%的人表示自己尚未主动了解过职

业规划书的具体内容。62%的学生认为自己对目标岗位的就业条
件不了解。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就业心态有偏差但不知道如何
调节。受访学生全部表示不同程度接收过专科学生毕业没有出路
的信息。可见大专学生自卑、攀比、盲从、功利等就业负面压力
源的成因是多维度的。 

学生方面，个人缺乏主动了解就业信息的意识，缺乏职业规

划观念，信息来源渠道较窄，导致周围同学就业去向成为自己就
业相关信息的重大甚至唯一来源，进而引发盲从心理。狭窄的就
业方向使得学生和周围同学的就业选择趋于同质，容易引发对标
攀比。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学生对于事业成功的认识局限在硬性的
年收入、职级位置上，不理解企业文化、行业前景等软性指标对
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学校方面，专科学生实训课程专业课程比例大，选修空间较
小，难以让学生从多维角度了解社会、企业现状。学校有就业指
导相关课程，但课程内容有一定滞后性，且没有贯穿学生整个在
校期间。心理课程中对于专科学生的特殊就业心理没有针对性教
学。 

社会方面，社会对于专科毕业生仍存在刻板认知，专科生处
处不如本科生的社会舆论环境仍然占据主流。大量研究显示专科
学生在动手实操、抗打击心理等方面都高于综合毕业生的平均水
平，但部分企业因刻板印象对专科生的实际工作水平认识片面，
这部分现状映射加重了大专学生的自卑心理。 

四、负面就业压力应对措施 
1、重视环境营造 
学生在校期间信息接收相对单纯，故学校范围内的信息环境

营造对学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学校需加强环境建设传导正向
价值观，引导学生了解中长期环境中企业文化就业前景、价值观
等软性因素的对自我发展的重要性，潜移默化避免“唯薪主义”。
不回避专科、本科学生的差异，帮助学生了解专科学生的特点和
优势项，避免学生过度自卑。 

2、开设贯穿式就业指导课程 
高校虽开置就业教育课，但在贯穿式全程指导仍有欠缺。良

好正确就业观塑造并非一朝一夕，是贯穿学生整个高等教育生涯
的重要心课题。新入学学生需要树立基础的就业理念，理解如何
调节自己的就业心态。大二学生则需正确就业观的基础上学习关
于自身专业的与现实岗位之间的关联，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员
工。便于帮助学生理清自己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努力方向。大
三学生即将就业，需要掌握面试技巧，就业信息、法益保护等具
体知识。整个学生生涯的贯穿式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认
知体系，降低学生因为信息匮乏产生自卑、焦虑与盲从。 

3、开拓学生就业信息渠道，提供多元化资源 
从调查可知，高职学生了解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为同学、网

络两方面，就业信息来源单一。学校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帮助学
生开拓更多就业信息渠道。一方面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多
元化信息对就业的重要性，了解更多就业信息渠道，学会利用招
聘会、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社会实践活动、亲属教师社会关系、
自荐拜访等多方位渠道获取就业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学生提
高查找分析辨别就业信息的能力，利用网络查找时不光使用简单
的搜索引擎，能专业人才网站有效率的查找信息。 

学校自身要加强就业信息网建设，可利用自身优势的校友资
源、企业资源为学生提供可信赖的就业信息，同时加强与企业的
合作育人，为学生创造更多就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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