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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状况分析及教育对策 
车莹  管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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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积极的择业观，成为高校就业指导

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以期为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更好地

适应社会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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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

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作为特殊

群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然而，家庭经济困

难医学生由于就业目标不明确、缺乏社会经验等原因，

往往存在较强的心理压力，难以面对社会竞争，导致其

就业困难。 

一、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面临的就业心理压力、 

（一）就业期望与现实的差距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

对自己的期望往往比普通学生要高。而这种高期望值在

就业时往往难以实现。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就

业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较高位置，他们期望自己是

单位中的“中流砥柱”，而实际情况却是“可有可无”，

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他们在就业时不能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往往过

于看重自身条件，在求职时过于追求高学历，在就业前

也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去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这样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毕业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从而加剧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中的压力。[1] 

（二）求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和毕业

生之间。这是因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时，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毕业生本人向用人单

位提出，并由用人单位解决。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出现，比如有的用人单

位会在招聘时故意抬高学历要求，以获得更高的薪酬；

有的用人单位会在招聘时故意设置“隐性门槛”，以确保

招聘过程的顺利进行。而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

由于求职经验不足，对于就业市场上的各种信息掌握不

多，在就业过程中就会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三）心理压力过大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就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医

学毕业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而经济困难医学生的求职

成本更高，因此，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面

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就业工作的特殊性和毕业生自身

特点决定了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状况与其他

毕业生有很大差异。 

（四）经济压力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因为学费、生活费、医疗费用

等支出过高，使得就业时的心理压力更大，从而导致了

他们就业意愿和动机的降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不得不考虑是否选择在学校学习，学生选择学校时往往

会受到学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学生

在选择学校时不得不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因素，很多家

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由于其自身的原因不愿意考研或考公

务员，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就业。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医学

生在选择工作时容易出现“从众”现象，尤其是在大城

市或沿海城市，因其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等原因使

得其更愿意选择在大城市就业。 

二、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教育对策 

（一）加强就业心理辅导，增强就业自信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往往存在着自卑、焦虑等不良

心理，这容易使他们在面对就业时产生畏难、悲观等消

极情绪，降低其应对就业挑战的信心。高校应重视家庭

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辅导，通过开展挫折教育、

挫折应对训练等方式，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价值观，提高其求职和就业的心理素质。学校

还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提供必

要的支持与帮助，例如组织优秀校友开展就业经验分享

会，邀请专业人士讲解求职技巧和职场经验等，鼓励家

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树立自信、积极进取、勇于实践的就

业观，克服自卑、焦虑等不良情绪，以更加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就业挑战。[2] 

（二）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明确职业发展目标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由于所处环境特殊，且个人性

格内向，往往存在职业目标模糊、择业方向不明确的问

题。因此，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成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就

业心理问题的关键。 

1.开展就业心理援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现

实问题 

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职业生

涯规划课、开展团体辅导活动等形式，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提供就业心理援助。通过分析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

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心理

辅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引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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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客观认识自我，树立正确的就业理念和职业价值观，

增强其在就业中的自信和自强意识。同时学校可以根据

不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形式的职业

生涯规划指导和心理辅导活动。比如针对家庭经济困难

医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和职业咨询，帮助他们了

解自身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开展职业规划，提高其

就业竞争力。 

2.加强就业信息引导，提供全面的就业服务 

要在全社会营造支持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

的良好氛围，增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信心，学校要

加强就业信息引导，通过网络平台、校内公告栏、就业

中心等多种途径，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提供有针对性的

就业指导和服务，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高就业竞争

力，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建立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开展跟踪调查和跟踪指

导。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职业倾向和就业心理进行科

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指导工作，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求职培训、职业咨询和职业介

绍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他们提高就业竞争力。 

（三）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是由其所处的

社会环境引起的，因此，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就业问

题的重要途径。学校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争取社

会各方面的支持，为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搭建就业平台，

拓展就业渠道，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参加各种形式

的招聘会，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家庭经济困难医学

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加强与当地政府、企业、

用人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和就业岗位。 

（四）强化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就业竞争能力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就业竞争

力不强，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高校应以市场为导

向，结合学生实际，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专业特点组织各种形式的实

践活动，如参观、学习、培训、调研等，以加强学生对

社会的了解，还可以开展主题班会、主题演讲等形式多

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邀请各行各业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做讲座，引导家

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

锻炼和提高能力，实现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3] 

（五）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机制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问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共同努力，建立

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长效机制。学校可

定期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就业心理健康教育，帮助

其正确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克服自卑心理，树立自信，

积极面对就业，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家长要转变观念，

消除对子女就业的焦虑心理，同时加强对子女的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社会应为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只有建立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医学生的就业问题。 

（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目前，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日益完善，国家设立了奖

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使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基本能完成学业。高校应充分利用资助政策，发挥

其在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心理压力方面的积极作

用。建立以奖、贷、助、补、减为主要内容的“绿色通

道”，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积极引导学

生参与勤工助学工作，以勤工助学的形式获得一定的经

济收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负担，发挥奖学金的

激励作用，设立“学业奖学金”和“服务奖学金”等奖

学金项目，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缓解就业压力。 

总结：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始

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比普通学

生要大得多。因此，学校应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重

点关注对象，针对其不同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教育。同

时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自身也应提升自身就业心理素

质，掌握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技巧，合理调整自身心

态，克服就业障碍，不断提高个人竞争力。在高校“全

面育人”理念的指导下，家庭经济困难医学生一定能顺

利地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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