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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扩招政策影响下,高校毕业生人数急速上升,庞大的毕业生群体给社会

就业带来压力,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不断发展下,就业竞争激烈、就业难度大、就业环境复杂、就业条

件高,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出现了一系列心理问题。为了有效解决此问题,帮助高校做好就业指

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高校明确学生就业心理特点、类型,把握就业心理误区问题,科学采

用不同的就业指导模式,帮助毕业生缓解就业焦虑,科学看待就业现象,以此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对此,

本文主要浅谈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误区及就业指导模式,以此为各高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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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xpansion policy, the 

number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rose rapidly, large graduates bring pressure to social employment, and 

unde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market, fierce employment competition, employment 

difficulty, complex employment environment, high employment conditions, which lead to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a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In order to effecti vely solve this problem 

and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a good job in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y, 

grasp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ally adopt different employment guidance 

models to help graduates relieve employment anxiety, scientifically look at the employment phenomen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psych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s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and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mode,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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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是指高校毕业生在毕业阶段表现出的

一种心理特点,其是大学生对自我定义、就业现象、社会形态等

看法和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情感倾向。在高

等教育传统模式向着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模式转化后,毕业生就

业模式逐渐向着市场调节模式转变,因为市场的不稳定性、复杂

性,导致毕业生存在一系列就业心理问题,对此需要学校加强重

视,加强引导和管理,科学看待学生的这一现状,明确就业毕业

生存在的就业心理误区,并对其开展科学指导,以此帮助毕业生

消除心理问题,顺利就业。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误区 

1.1理想化就业观念 

在社会经济发展下,大多数学生家庭条件优越,部分学生是

独生子女,这些高校毕业生们因为高考分数高,上了一个好学校,

在生长的过程中较为顺利,自我评价不科学,自我期待较高,对

自己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了解,在择业时、就业时存在一定的

理想化思想。他们将就业目标放在了地理位置好、条件待遇好、

层次高、工作内容好、社会影响力大、竞争较大的单位、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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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在选择就业岗位时过度追求专业对口的工作,对于其他专

业和岗位存在较大的偏见,但是因为现实条件复杂、自身条件不

符,导致高不成、低不就、无所事事的现象,失去了很多工作机

会,导致自己长期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1]。 

1.2过度攀比 

当前很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没有主见,盲目跟风,没有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就业情况科学就业,对于大家一致看好、别人

口中的单位直接去面试,且在择业的过程中争强好胜,跟随别人

选择就业单位,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也不知道自己会干什

么、想干什么, 终导致就业失败、岗位不合适。另外,一些学

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盲目和别人比工资、比待遇、比条件,以别

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失去了很

多的就业机会。 

1.3过度依赖他人 

当前一些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择业的过程中不主动、不积

极,对工作存在错误认知和消极看法,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分

析、理性看待的能力,过度依赖朋友、亲戚、父母、同学等,自

己不寻求就业机会,不了解行业情况,只要求他们为自己介绍工

作。还有一些学生在招工作的过程中过于被动、缺乏竞争和自

我表现意识,在就业后容易被他人排挤,被老板忽视, 终失去

了就业机会,导致自身工作能力较低[2]。 

1.4社会能力不足 

当前很多高校毕业生在学校里、班级里表现的较好,学习能

力强,性格好,但是他们一旦步入社会就有很大的不足,比如,自

我认知不足,怕吃苦,怕否定,一些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和职业方

向、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优缺点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且在学生中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对社会信息不了解、行业动态

不了解,没有根据自身的能力、兴趣、所学专业去了解市场需求、

把握行业前景,自我判断能力不足,在择业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

盲目性、随机性、被动性。 

1.5自卑心理和自负心理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多,行业岗位数量的有限,人才需

求的有限,很多企业都提高了招聘要求,因此人才市场价竞争激

烈、岗位竞争激烈,很多毕业生刚步入社会,不了解社会情况,

感到盲目、畏惧、担心,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性格,存在自卑心理。

一些学生因为一两次投简历被拒、面试失败后就彻底失去了信

心,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就业人数多、企业规模大存在各种畏惧心

理,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终没有信心和勇气去就业,在面试时

也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特长和能力, 终导致就业失败。另外,

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在学校里和实践活动中表现较好,就认为

自己在某些岗位中也具有优势和长处,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就读

名校、所学热门专家、在校获得了很多的奖,或者因为自己条件

好、人脉广,就自恃清高、目中无人,有自负心理。且在择业和

就业的过程中过度自信、乐观,眼高手低,认为很多工作不适合

自己,工作不好, 终无法顺利就业[3]。 

2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模式 

高校毕业生们存在的各种就业心理误区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发展,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其主要

原因较多,大多数原因是因为大学生们眼光高,在社会影响下热

衷于一些大城市、待遇好、工作内容轻松的单位。导致这些单

位岗位竞争较大,企业用人饱和、人才选择条件高,导致很多学

生就业失败后就选择在家或者考研、考公等,其他的单位和岗位

无人竞争, 终形成了一种有业不就的情况。对此各高校需要把

握学生们的各种就业心理,科学分析原因,了解情况,把握误区,

采用科学的就业指导模式,帮助毕业生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2.1引导学生们了解市场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第一,通过政策引导、思想宣传,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和

基层去就业。社会和学校都需要发挥自身作用,通过报刊、网络、

新媒体、校园网等广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

关政策、福利、讲话等,动员广大高校毕业生积极进入到西部、

基层中去就业,了解这些地区岗位、单位存在的意义,以此树立

远大的理想目标。各单位也可以通过邀请函等要求毕业生们进

入到西部、基层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通过就业创业中的一些优

秀、典型人物事迹报告等对进入西部地区的学生和在校大学生

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此方法可以让学生真正了解就业的意义,

以此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责任观,在此过程中学校社会企业还需

要加强合作,制定各种激励机制和制度,为一些前去西部、基层

工作的毕业生给一定的优惠和奖励,比如,学费减免、助学金、

工资津贴、物资奖励。并鼓励学生在岗学习,给与一些考研和考

公学生一定的扶持,可以适当的放宽条件,并给与学生档案和户

口上的优惠, 终鼓励学生在西部和基层就业期间也可以积极

创业。 

第二,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为了促使学生们积极主动

就业,学校需要加强对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教育,鼓励学生们开展

自己的事业,在此过程中学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劳动

课程等加强教育。通过实习、实训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

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并要求一些企业名人和专家、技师们进入学

校进行演讲,加强对学生的指导,以此开展各种培训和指导活

动。鼓励学生们自主选择创业项目,以此为学生后期创业奠定能

力基础、社会关系基础,在此过程中,学校也需要为学生提供资

金和技术、场地、物资支持,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服务,

终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第三,加强对学生们的择业观教

育和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教育。学校需要向学生们介绍相关的

行业、企业、岗位、职责等知识,让学生们明确择业过程中需要

具备的条件的能力,了解单位用人需求和动态。让学生明确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处理自己的理想和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

将学生的职业目标、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行业动态结合起

来,激发学生的责任感, 终促使学生在择业和就业的过程中自

觉遵守社会规范、职业道德规范, 终实现自我价值。 

2.2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 

第一,学校需要成立一致双师型、专家型的就业指导队伍,

确保这些指导人员专业知识丰富、职业能力强、就业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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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能力强,科学规划就业指导工作,重点从个性能力测

评、职业方向明确、就业心理辅导、形象设计、社交礼仪等方

面指导学生。且学校也需要积极邀请一些企业专家、行业名人

大师、社会领导人等来到学生担任就业指导教师,根据实际情况

定期对学生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就业技巧

和方法,了解企业用人需求。第二,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科学选择

就业指导方法。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就业情况在对毕业生开设

就业指导课、职业规划课等,定期举办各种就业讲座,就业招聘

会等,组织学科专业教师、人力资源管理者、心理专家、企业专

家等向学生们介绍当前就业政策、行业动态、职业规划、就业

技巧和方法等,以此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指导。此外,学校也可

以通过网络平台等开设线上就业指导课程,模拟就业环节和面

试环节,并在相关平台上为学生答疑解惑,有效解决学生的各方

面问题。在此过程中,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学生之

间也可以通过微信、扣扣、交流软件等相互分享求知经验、分

享就业技巧、发表看法等,以此实现就业信息共享,在此过程中

各学校之间也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加强交流。另外,学校也可以开

展各种性格和能力测试活动,重点以学生性格、兴趣、能力、职

业选择、思想理念等进行调查,以此让学生对自己的基本情况有

一个了解,让学生明白自己的长处, 终为自己制定职业规划。

第三,重点为毕业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指导。高校就业指导部门

需要加强和企业的联系,加强和社会人才交流中心、人力资源部

门的合作,及时获取相关就业信息,通过分析、整理、汇总、发

布等,及时让学生了解 新动态。并通过多种途径拓宽信息服务

的深度和广度,为学生快速就业、高质量就业提供帮助。 

2.3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就业心态 

第一,做好专业教育工作。高校在专业课程教育中需要做好

心理素质教育工作,充分利用一些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向学生们

讲解心理健康知识,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就业政策和

形势变化情况、学生就业情况针对性的教学。引导注重心理健

康,掌握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和技能,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调节

情绪,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明确自身就业方向,在就业的过

程中需要积极竞争,展示自己的能力,积极迎接挑战,用于克服

困难。第二,科学举办各种教育活动。高校单纯依靠理论型心理

健康教育是无法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此学校还需要深

入到毕业生群体中,根据学生需求和动态开展多种多样化的实

践活动,比如心理健康咨询角色扮演、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心理

健康电影观看等。通过趣味性、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对学生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集体氛围中

感受到快乐,健康成长,及时消除自己的焦虑、担心等。 

2.4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为了从根本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提高学

生的就业自信心和能力,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习实际

情况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将就业指导工作和实习培训、实践活动

进行结合。在此过程中,高校需要加强和不同企业的联系,加强

和人才交流中心、其他学校的联系,利用多方面力量和资源,在

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为学生们就业实践、就业练习提

供环境良好的就业基地和实习基地、实践基地。在此基地中,

为不同专业提供不同的就业机会、实习机会,促使学生真正了解

就业形势,掌握就业条件和要求,加强锻炼,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为学生们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3 结束语 

总之,在新时代下,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心理误区

问题,如果不对其进行解决,会影响高校的办学质量,影响社会

的稳定,影响人才的健康成长,对此高校、社会和国家、企业都

需要加强重视,了解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把握

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了解他们的需求。根据具体情况加强就业

指导,在此过程中高校需要加强和用人单位的联系,为学生们提

供多种实习、培训、就业机会,帮助学生们把握就业形势,政府

部门也需要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毕业生的权益, 终确保高

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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