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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与策略
李银亮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710600）

摘要：目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压力较大，导致部分大学生就业心理出现问题。针对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进
行分析，对大学生就业心理工作开展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社会、家庭、高校共同关注，完善高校就业服务体系，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加强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建设的建议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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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转变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

已经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必然会影响大学生就业创业，而就业创业严峻的形势，必然

会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与压力。本文详细分析了大

学生就业心理常见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策略，以改善大学生

就业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一、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

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升级，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

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

发展速度减慢，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经济增速降低将

直接影响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意愿，造成岗位数量缩

减，增大就业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进行升级调整，必

然会带来结构性失业增加，目前，结构性就业矛盾和总量性

矛盾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矛盾[1]；随着中国经济动力从要素

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需要一大批具有

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这势必导致低水平的人失业，客观

上造成就业竞争的增加。
二、就业心理的常见问题

第一，就业期望过高。目前，大学生就业期望过高是普遍

心态，集中表现在对高工资、高收入、办公环境舒适、工作压

力小、待遇高等工作的盲目追求，以及对公务员、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的热衷。

第二，就业焦虑和恐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希望自己

能够尽快找到心仪的工作单位、工作岗位，发挥自己所学，实

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患得患失，就业心理准备不足，成绩

优秀的同学害怕找不到理想工作，成绩不佳的同学焦虑没有

单位可去。尤其是面试时过度紧张，口齿不清，反而降低了就

业的可能性。
第三，就业自卑。大学生求职时都会面临学历、毕业院

校、实践能力、获奖等级及次数、容貌因素等竞争压力，如果

过于自卑，会导致大学生能力不能全部发挥，不敢竞争，从而

错失机会。
第四，就业盲从。大学生由于没有进行自我剖析，没有认

真分析自己的优势和缺点，不能客观地分析社会的需求，缺

乏信心、决断，极易受到他人的干扰，往往表现出盲从、随大

流的特点，造成机会的流失。
第五，就业害怕艰苦。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家长的

掌上明珠，很少吃苦，造成就业时害怕吃苦的现象发生，对农

村、基层岗位不屑一顾，盲目追求享受，缺乏吃苦耐劳精神。
第六，就业依赖。许多学生就业依附性较强，忽视对自己

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对自己放松要求，不积极主动去寻

找就业机会，反而等待用人单位自己找上门，或者希望依靠

父母、亲戚、朋友及老师给自己推荐工作。
第七，就业自负。有些大学生没有认清自己的特点，觉得

自身能力突出，只有大企业才能配得上，对一些中小企业不

屑一顾，找工作全凭自己的好恶。
第八，就业攀比。有些大学生喜欢攀比，认为在大学时自

己能力比别人突出，学习成绩比别人好，获得的荣誉比别人

多，理所当然找的工作也应比别人好，却不知用人单位并非

以此作为评判人才的标准，那些热衷于攀比的“高材生”最终

只能在“高处不胜寒”的日子中体会孤苦和冷清[2]。
第九，就业违约及证书造假。部分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

淡薄，违约现象较为普遍，契约精神不强；个别学生买假证

书、假荣誉来包装自己，希望能够进入大企业、外资企业，但

是一旦被发现，也只能自毁前程。
三、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创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校必须进行教育体制的改

革，使培养的大学生能够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新常态下，

经济动力转向创新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切实转变自身教学观念，积极落实教育改革方针，使高校

的人才培养成果符合社会需要；科学规划学科建设、课程设

置，注重理论培养与实践能力相结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高

水平的教师才能带出高水平的学生；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大学

生实习基地，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二）社会、家庭、高校共同关注
大学生就业心理需要社会、家庭和高校共同关注，一起

创造良好环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就业观。引导大学生正确

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城市、大型城

市虽然经济发达，机会多，但是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也大，

中小城市、农村地区，虽然经济落后，但竞争小，可以充分发

挥自身才华；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就业中的挫折，坦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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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中的问题，充分认识自身的特征、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

职业，做到人与岗位相匹配，积极发挥人才的作用；消除偏见

和形成正确就业价值观将会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的选择机

会，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

难的问题[3]。
（三）完善高校就业服务体系
高校应当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专业化的就业创业指

导教师队伍。加强职业教育，使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能够

得到就业指导，分年级、性别、专业等因素进行专门指导，针

对不同的个体进行差别性指导，帮助其进行职业规划，根据

科学认知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大学生确定自己的职业生涯

目标，并能培养其职业能力、竞争能力、挫折耐受力等。
（四）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当前的大学生要满足新常态下对人才的需要，一定要持

有终身学习的态度，积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认真学习专业

课程，参加实践锻炼。培养大学生自身扎实的专业水平、务实

的专业技能、良好的身体素质、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社交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抗挫折能力，等等，并形成诚信做人、吃苦

做事的精神。
（五）加强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建设
建立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引进并培养专业化的心理咨询

教师队伍，努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积极做好心理咨询辅

助教学工作，举办多种多样心理活动，使心理咨询走进学生

心中，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使学生能够健康成长，更能在

大学生就业受挫以后起到及时修复的良好作用[4]。
四、结语

大学生就业心理是否健康直接关系到就业的质量，学生

的成长，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国家、社会及企

业、高校、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才能使每一个大学生都能高

质量地完成就业，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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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拿正规的大学文凭，才叫人才。只认“正式文凭”的旧观

念，导致只认“正式文凭”的企业用人观。很多人虽然没有接

受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仍然奋发图强，拿到了电大、函授或者

自考的文凭，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还是被绝大多数企事业

单位拒之门外。因此，即使国家教育部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

学习渠道，学生及其家长仍然将高考看作唯一的希望。在“独

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因为对其他学习渠道的文凭不抱

信心而选择放弃继续学习深造，这就影响了社会成员整体素

质的提高。
3.从根本上转变现行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是指建立在一

定的教育价值观和理念上的一种教育组织制度，它体现的教

育理念和价值观念决定了教育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教育

体制只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学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问题，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人，重

视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1.提高政治、思想、道德的素质。第一，提高政治素质。政

治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具体包含政治立场、政治品

德、政治水平及政治信念等。培养和提升政治素养有助于教

育工作者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加强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

认识理解。第二，提高思想素质。具备了过硬的思想素质，才

能承担起教书育人的伟大职责。思想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最基本的素质之一，主要包含思想方法、思想观念及思

想作风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提高道德素质。良好健全的道

德素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提高教育

工作者的道德素质，有利于形成有利的教育环境，使受教育

者耳濡目染，由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4]。
2.提高知识素养。第一，扎实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不可

或缺，教育者应系统学习、理解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宽广的科

学文化知识。思想政治教育是综合性工作，要综合运用多个

学科的知识，比如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关联的社会学、心理

学、伦理学、美学等。第三，加强创新意识。创新是进步的阶

梯，敢于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达成目标、开创新局面的关

键。面对教育新任务，教育者必须勇于创新，开拓视野，培养

超前意识、强大的包容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为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贡献力量。
五、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职业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虽然任务艰巨，但只要明确了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意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将其一一攻破，

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体教育浪潮中必将发挥其无可取代的精

神领袖作用，这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问

题、改进方法。

参考文献：
[1] 陈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设计:基于《思想品德》新课程教学设计的思考

[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5,2(4):234.
[2] 郭瑞萍.中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及其作用[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2,1
(4):123.
[3] 刘梅.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方法: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建设[J].河南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2):158.
[4] 叶方兴.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J].学术论坛,2013,3(1):212.

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