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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困境中社会组织干预的实现路径

吴海玉

【摘 要】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出现影响了大学生群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转化，适时发挥社会组织的干预作用，重

新引导大学生理性择业就业，才能充分促进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诉求实现与社会组织诱导价值释放的融合共进。对

此，可从社会组织信息资源的交流机制、社会组织宣传推广的活动形式、校外社会组织实习的锻炼手段、社会就业基

本素养的培训途径以及就业竞争综合应用的技能方法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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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学生就业困境的表现与危害

1. 当前大学生就业困境的表现

大学生就业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高校的持续扩招造

成毕业大学生的数量年年增长，而就业岗位却没有相应增

加，而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因为经济下行压力

的加大以及人工成本的增长而出现机器代替人工的趋势，

使得社会的用工需求进一步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

业的困难。

2. 当前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危害

首先，挫伤凸显自身价值的自信心。高校应届毕业生

大都怀有积极的理想诉求与强烈的就业热情，普遍希求能

够通过获取职业工作来实现远大抱负，凸显自我价值。然

而始料未及的就业困境则无疑带给其极大困扰，不仅打乱

了其既定计划，而且也干扰了其理性判断，在无法快速找

到高薪工作之后，又不愿从事薪酬较低的普通工作，依旧

以天之骄子的狭隘理念作自我慰藉，在遭遇竞聘失败之后

又怨天尤人，一味将失败归咎于社会形势，开始变得情绪

烦躁、意志消沉，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应届毕业生群体所秉

持的凸显自身价值的自信心，其对于未来职业的设想统筹

也被严重干扰。

其次，干扰选择职业工作的导向感。作为接受高等

教育的社会阶层，应届毕业生群体大都具备理性的价值导

向，对于自身未来的职业发展也都进行了合理规划。而供

过于求的就业窘况使得一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群体，不得不

暂时选择了与自身专业并不相符的岗位工作以保障基本生

活。而日趋激烈的岗位竞争又使得一部分心理素质不强、

职业素养不足的毕业生被暂时淘汰。在遭受了一系列挫折

打击之后，应届毕业生难免会妄自菲薄、自甘消沉，对于

自身发展都会变得偏激而急躁，进而严重影响了这一群体

对于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规划导向。

最后，减弱融入社会生活的驱动力。高校毕业生群体

是充满蓬勃朝气与创造潜力的时代弄潮儿，其对于理性带

动社会潮流、良性改造未来世界的作用不言而喻，这种积

极融入社会生活的驱动力也成为这一群体最为耀眼的闪光

点。但是，在供求比例失调、岗位竞争激烈等就业困境的

制约之下，这种闪光点也逐渐被掩盖与磨蚀。绝大部分怀

有理想抱负的毕业生群体在遭遇择业迷惘、工作压力大、

薪酬低等一系列现实打压之后，很难再呈现出积极昂扬的

个人状态与振奋人心的创造精神，普遍因循守旧地进行工

作任务的敷衍处理，但求自身不被解雇，经济利益不被侵

害，并不注重对于社会的深层认知与无私贡献，这就明显

减弱了其对于社会融入的驱动力，从而引发了这一群体的

集体迷失。

二 社会组织干预的现实功效

第一，引导大学生价值认知，重塑正确择业观念。社

会组织形式多样、类型众多，除了官方的行政部门之外，

还有数量可观的第三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机构。宏观引

导是以上社会组织的基础性社会价值，其通过规范性与长

期化的理念宣传，有效辅助应届毕业生群体塑造形成正确

的择业就业观念。如国内各省市地方的劳动保障部门与就

业指导中心，都会在临近毕业季之前，发布大量的指导意

见与辅导说明，或为纸质的读物资料，或为电子档的图文

表格，以此来为毕业生群体提供切实的心理诱导与就业指

引。而毕业生群体也可以通过阅读记录以上各种资料，来

大体了解就业现状，调整自身价值理念，以更为饱满积极

的精神状态去参加岗位竞聘。

第二，促使大学生心态调整，确立积极进取导向。

与偏于行政化的社会组织不同，第三方营利性或非营利性

机构则更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多样需求，其会通过心理辅导

与方法介绍来促使应届毕业生群体进行自身心态的合理调

整，继而帮助其确立更为积极稳定的进取性思维导向。如

在毕业季，许多第三方社会组织机构都会在招聘现场进行

即时宣传，主动为一些暂时竞聘失败、择业局面不佳的毕

业生群体进行疏导帮助，不仅会全面解析其心理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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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会提出切实的建议做法，这就极大激励了毕业生的拼

搏士气，有效促使其重新进行后续竞聘。

第三，提升大学生应用技能，增加就业竞争助力。在

社会多元化发展与行业多样化需求的带动之下，社会组织

也开始注重干预价值的实用性凸显。近年来，行政指导机

构选择了与第三方社会机构进行合作，通过二者的资源优

势互补，来着力提升应届毕业生的综合应用素质技能，集

中提升其岗位竞争的整体实力，以此来更好发挥其良性干

预的价值效用。越来越多的集体类社会实践互助活动开始

大量涌现，如由相关行政部门牵头，提供实践场地，第三

代社会机构进行组织策划，使得毕业生群体通过参与职场

模拟、竞争培训以及现场考核来充分考验其综合应用的素

养能力，促使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与改进，从而以更为

良好的状态与过硬的素质去竞聘岗位。

三  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中社会组织干预的实现 
路径

第一，建立社会组织信息资源的交流机制。获取关于

各类社会组织相关信息是保障应届毕业生群体获取信息渠

道优势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其根据自身遭遇困境，寻找对

应的社会组织寻求针对性的引导帮助。鉴于此，无论是人

力资源的行政部门，抑或是第三方社会机构，都需要制定

规范的信息资源宣传交流制度，定期到高等院校组织推广

活动，并通过与校方建立信息资源互联网共享、校园广播

以及板报宣传等多种形式来具体落实，要让应届毕业生群

体认知到社会组织在良性干预各类就业焦虑问题的现实意

义，促使其养成主动寻求社会组织诱导辅助的良好习惯。

第二，增扩社会组织宣传推广的活动形式。在完成信

息资源交流机制的创设之后，各类社会组织也应当增加宣

传推广的活动形式，以此来扩大社会组织良性干预毕业生

就业困境问题的影响力。具体而言，一方面，各类社会组

织需要借助电视、报纸以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形式进行灵

活宣传，增加各种趣味性的图文、影音来具体操作，激发

应届毕业生群体对于社会组织的兴趣关注；另一方面，各

类社会组织需要重点推广自身所具备的疏导毕业生心理、

帮助毕业生就业的实际作用，通过召开主题宣讲会、互动

体验会以及模拟应用会等来充分展示，继而使得认可社会

组织、接纳社会组织成为群体共识。

第三，更新校外社会组织实习的锻炼手段。实习锻炼

是各类社会组织最为主要的辅助性方法，其通过非正式性

的实地岗位工作训练来强化应届毕业生群体的职业修养与

技能。其一，各类社会组织可以采取企业文化学习、岗位

模拟以及团队协作等室内形式来夯实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基

本职业修养，重点培训其言谈仪容、着装举止，做到大方

得体；其二，各类社会组织也要兼顾室外实地实习，利用

各种招聘会、品鉴会来争取实地锻炼的机会，带领应届毕

业生群体进入企业内部进行岗位实习，有力提升其应对职

场的基本修养。不过，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实习也存在不少

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很多大学毕业生实际并没有去

实习，而是通过各种关系找能够接收实习的企业、社会组

织盖个章交到学校了事，这就起不到借实习增强大学毕业

生就业能力的作用，应加强监督，派教师持续跟踪或不定

期检查，堵塞这个漏洞。

第四，细化社会就业基本素养的培训途径。职业基本

素养是应届毕业生赢得竞聘的关键因素，对于各类社会组

织而言，需要针对应届毕业生群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

多样的职业培训，其中重点要对于职场人才应当具备的礼

仪态度、举止行为进行严格把关，减少并杜绝其在进入职

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语言态度冷淡傲慢、日程事务处理

麻痹粗心等主要问题，继而以规范得体的仪容举止与方法

技巧去完成职业岗位的业务工作，真正做到扎实牢靠、应

变自如。

第五，改进就业竞争综合应用的技能方法。综合应用

技能是契合当前社会产业发展需求的核心素质之一，对应

提升这一群体的应用实践能力，无疑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

可行发力点。各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据所掌握的就业动态，

通过改进培训方法，进行更为务实具体、复杂多样的职业

岗位场景创设，促使毕业生群体全面认知当前的经济现

状、就业困境以及职场规则，着重考查毕业生群体处理突

发事件、解决不当冲突的应变能力，持续增加岗位训练的

难度层级，锻炼毕业生群体在就业求职之时的应用实践综

合素养。

* 作者单位：吴海玉，河北工程大学数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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