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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毕业大学生就业焦虑是当前颇为典型的一种群体现象，为了缓解并消

除这一精神瓶颈，必须进行正确疏导。本文通过观察法、文献研究法等多种方法

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焦虑现象进行了剖析，总结出了当前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表现、

危害、诱因以及必要性，继而从心理咨询引导机制、就业信息交流体系、偏远基

层信息分享、就业模拟培训方法、国家引导政策宣传等立足点出发，提出了一系

列具体的疏导措施，以期能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焦虑、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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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等院校扩招浪潮的持续掀起，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呈现出逐

年递增的趋势，其在扩大高等教育体系实体容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

系列失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是毕业学生就业难及就业焦虑的集体出现。

[1](P56)
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在于知识技能与工作岗位之间的良性转化，在完成学业

之后，稳步实现择业就业则成为了高等院校学生群体的目标诉求。然而受制于工

业化进程中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经济高增长的不继、大学生不愿到基层与农村

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前毕业大学生群体则不同程度陷入了就业焦虑，突出表

现就是心理情绪波动不定、容易陷入焦躁，言谈状态散漫消极、经常浅尝辄止，

行为举止起伏失稳、往往半途而废。而这种消极表现也直接或间接地干扰了学生

群体在校学习质量，同时影响了其职业规划导向，并干扰了其工作方向选择。因

此，急需弄清引起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表现及危害，找出其诱因，进而采取妥当的

方式加以疏导。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表现及危害

（一）主要表现

首先，心理情绪波动不定，容易陷入焦躁。融入社会、选择职业、从事岗位



工作是大学生群体结束学校教育，独立生存的必经阶段。然而由于对社会环境与

未来岗位了解认知不足，无法确定自身如何择业，其心理情绪大多显得波动不定，

极容易陷入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据国家教育部于 2013 年 8 月发布的《应届大

学生就业心理问卷调查》中的数据显示，在 2013 年即将毕业、从事社会工作的

679 万应届毕业生中，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数量为 74.3 万人，占比达到 11.2%。

而其中有情绪起伏大、焦躁易暴躁等就业焦虑表现的则达到了 19.4 万人，占比

为 26.5%，其中东部、中部地区又分别达到了 43.6%与 36.8%。这一数据已经表

明，大学生就业焦虑开始成为一种典型性、全国性的群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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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言谈状态散漫消极，经常浅尝辄止。由于对于未来职业的定位选择模

糊不清，加之毕业之后经济支出需要独自负担，一些心理抗压能力较弱的毕业生

群体就开始出现自暴自弃、妄自菲薄的不良情绪，部分学生的言谈举止都显得散

漫消极、缺乏稳重得体，对于外界事物的尝试也经常缺乏耐心，浅尝辄止。另据

国家统计局 2014 年 2 月发布的《2013 年度应届毕业生就业心理调查》显示:从

2013 年 7 月毕业以来，接受调查的 33.6 万应届毕业生中有 33.9%在首次面试即

被淘汰，究其原因，则大部分都由于自身言谈举止流于浮躁，缺乏高素质人才应

具备的恒心与毅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毕业生群体就业焦虑与就业困难之

间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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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行为举止起伏失稳，往往半途而废。面对经济发展下行与就业形势严

峻的双重压力，加之盲目听信了不实传言，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就开始怀疑自身的

知识修养与素质能力，自卑自傲与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交替出现，导致其行为举

止频频出现大幅起伏，在岗位实习之中也往往半途而废、自我否定。如在人民网

2014 年 1 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就可以得见:经历半年多的毕业就业，应届毕业生

群体的心理状态出现了较大改变，在接受问卷调查的 1.2 万人中，其中能够保持

乐观心态、坚持稳扎稳打的仅仅有 0.35 万人，占比不足 30%，余下的 70%中则又

有高达 56.3%的毕业生表示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消沉低落与自我放弃，这种不容

忽视的群体现象也无疑说明了当前大学生群体就业焦虑的严重性。

（二）带来的危害

其一，干扰在校学习质量。学习成绩质量是学生群体知识修养提升与综合素

质锻炼的重要保障，而就业焦虑心理的消极影响又使得在校学生群体难以全身心



投入到学习探究之中，经常出现精神涣散、敷衍了事等不利现象，尤其是在大三、

大四的学生群体之中，应付作业、考试作弊者不乏少数，这就很难保证其学习质

量的提升，更无从谈及通过自身学习能力的拔高去增加未来就业的竞争价值。

其二，影响职业规划导向。职业规划是毕业生群体对未来就业与融入社会的

指导方针，科学正确的规划导向无疑是促进其顺利就业、协调工作的重要辅助要

件。但是受制于就业焦虑这一心理瓶颈的不利制约，一部分学生群体无法清晰准

确地对自身的择业就业进行职业规划，大多选择随大流式地跟风，而不是依据自

身实际进行合理的规划定位，这就为其毕业之后顺利工作埋下了隐患。

其三，干扰工作方向选择。工作方向是影响学生群体选择职业、融入社会的

关键因素，必须慎重思考、合理定位。而就业焦虑的心理失衡则使得一部分学生

急于求成，为了迅速找到工作、获取经济收入，选择了与自身专业、自身兴趣并

不契合的行业，随之而来的则又是不断地离职与再应聘，这就导致其无法在短期

内锻炼工作能力、积累工作经验，工作方向选择的正确性更是大打折扣。

二、大学生就业焦虑的诱因

首先，毕业人数持续增加，企业用人需求量难以增长。近年来，高等院校的

扩招趋势不断加大，招收人员的力度也逐年加大，这在增强自身教育资源竞争实

力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然而，工业化，尤其是信息化进程

中，机器取代人工成为必然趋势，国际金融风暴后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也已不继，

进入发展新常态，企业用人的实际需求量有减少趋势，不具备消化如此大容量毕

业生的用工需求，这就引发了供需之间的失衡，加之一部分往年毕业生群体的重

叠竞争，使得当前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焦虑重重。

其次，学校缺乏辅助措施，毕业生就业技能存在短板。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

社会发展态势与择业就业现状，高等院校不仅要调整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

法，而且也更需要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实用的辅助培训措施，让学生群体及时获取

并了解就业信息，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做到未雨绸缪。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目前

国内高校大都缺乏系统化的基于就业模拟的辅助培训措施，对于学生群体的就业

实习也未能提供指导与帮助，仅仅将实习就业率作为唯一目标，这就导致不少毕

业生都不具备切实有用的就业技能，无法顺利实现择业就业。



再次，学生就业期望过高，到基层偏远地区的意愿低。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

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人群，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心理上就具备一定的自信优势，普

遍对未来的工作职业充满理想主义化的自我描绘。也正是由于这一群体对于未来

就业的期望过高，普遍都想从事体面轻松而又收入较高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主

动到偏远落后的基层地区接受锻炼、培养能力。然而目前我国就业形势颇为严峻，

岗位竞争激烈，所以，大部分毕业生群体都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高期望与现实

之间的落差也引发了其盲目择业与频繁跳槽的困境局面。

最后，国家引导政策不力，中小企业无法吸引毕业生。我国历来注重大学生

群体的择业就业，为了帮助这一群体顺利就业、融入社会，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不过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用人要求的不断变化，原有的引导政策逐渐显

得滞后单一，已经很难有效指导大学生群体择业就业。加之一部分高校在宣传国

家政策环节上鲜有作为，搞形式主义的应付，学生群体也很难得到最为基本的权

利保障与方针引导，只能凭借自身理解与参照他人经验进行择业就业，而大部分

的就业满意度都相对较低，这也无疑加剧了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焦虑感。

三、大学生就业焦虑的疏导策略

（一）建立心理咨询引导机制，确保职业规划方向

鉴于毕业生群体出现情绪起伏、言谈散漫以及举止失稳等就业焦虑的消极现

象，建立心理咨询引导机制，逐步缓解乃至消除其焦虑心理，才能确保毕业生群

体职业规划方向的正确性，继而也能为其顺利就业创设有利的精神条件。具体而

言，一方面，高校的领导决策层应当创设就业指导中心统一指挥、各个院系协同

组织的操作模式，定期召集应届学生群体进行就业心理健康辅导的学习探究，鼓

励学生群体说明自身的焦虑表现，统一进行记录归类，并着重进行长期性的谈话

引导与反馈交流；另一方面，校方应当邀请心理健康专家学者来校进行宣讲辅导

以及客座疏导，解答学生群体集中反应的焦虑问题，为就业焦虑心理严重的学生

进行单独疏导治疗，纠正其消极的职业规划导向，继而也在为应届毕业生群体提

供高效的心理辅导条件，确保其职业选择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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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就业信息交流体系，增强甄别筛选能力

针对毕业生群体由于就业信息获取单一、盲目听信不实传言而引发的集体性



焦虑，健全就业信息交流体系，增强应届毕业生群体的甄别筛选能力，方能有效

调整其认知判断的客观性。譬如校方就可以采取校内广播、互联网查询与院系公

示栏展示相互结合的改进方式来提供精准如实的就业动态信息，促使应届毕业生

群体能够自发收听并记录相关就业数据，鼓励应届毕业生群体主动利用互联网来

查询用人企业的招聘信息，同时号召毕业生群体随时关注各个院系公示栏内的就

业政策与行业动态，通过组织其定期参加就业动态信息交流纠错互动会来屏蔽失

实传言，同时听取学习返校的往届毕业生来分享择业就业的方法技巧，从而有效

增强对于就业信息的筛选甄别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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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偏远基层信息分享，鼓励学生多样选择

对于应届毕业生群体存在自身期望过高、选择基层就业的意愿不强等突出问

题，强化偏远基层地区的就业信息展示分享，阐释基层就业的实用功效，鼓励应

届毕业生群体多样选择，从而才能配养其积极科学的就业价值观。其一，校方要

开展围绕基层就业的宣讲会、说明会以及介绍会，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板报海报、

图文表格以及视听资料来集中推广其就业前景，将基层就业锻炼实践能力、积累

社会经验以及提高竞争素质的实际益处进行阐述解答，激发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关

注兴趣与前往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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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校方也要组织应届毕业生师生代表到基层地区进

行实地体验，然后通过调查报告成绩汇报的形式来切身讲述在基层地区实习就业

的实际感受与锻炼功效，从而促使应届毕业生群体能够更为多样地进行就业选

择。

（四）改进就业模拟培训方法，提升综合实践能力

面对由于高校内部培训措施缺失而导致的应届毕业生群体就业技能不佳的

突出问题，应改进校内就业模拟培训的模式、方法，着重锻炼应届毕业生的实践

应用能力，以此为这一群体的择业就业增添竞争助力。首先，校方要加大对于模

拟实习培训的投资力度，引入最新的培训理念与教具器材，聘请专业的就业辅导

讲师前来更新操作方法；其次，要全方位创设不同专业的岗位模拟培训体系，依

据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兴趣指向进行调整，着重锻炼其得体稳重的言谈举止与扎实

灵活的应变能力；再次，校方需要建立与校内专业相关联的用人企业单位的实习

交流机制，定期组织应届毕业生群体到企业单位进行实地体验，找出自身在就业

技能上的缺陷不足，进而加以纠正改善。



（五）协同宣传国家引导政策，鼓励学生到小企业

国家引导政策是引导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融入社会的制度化指导方针，应

集中宣传国家的一系列引导扶植政策，着力推广中小企业就业的优惠条件，从而

有效改善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的尴尬局面。例如校方就可以采取中小企业招聘

优惠条件集中宣传与应届毕业生参与奖励相互结合的方式来推广国家的相关政

策，着重选择一批经营良好、待遇稳定的中小企业来校参观交流，并设立现场招

聘会来吸引应届毕业生群体前去应聘咨询，对于现场签订就业合同的应届毕业生

则要进行奖学金增加与助学贷款减免等的相关鼓励，并再次重申国家对于中小企

业招聘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减少税收、提供免费岗前培训等优惠政策，从而达到国

家制度政策宣传与应届毕业生选择中小企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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