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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社会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原因，我国研究生面临较为复杂的现实困境与心理困境，极易滋生

就业心理问题。在分析常见的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可以总结

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破解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最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研究

生就业心理问题的破解路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的融合；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形

成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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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 employment and other reasons, 
China’s postgraduates are faced with more complex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lemma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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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very likely to breed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graduate students’ employ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can summarize the constructive role play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racking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graduate students’ em-
ployment. Eventually, the cracking path of graduate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
nism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o form a synergy of gradu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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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就业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生

就业不仅有关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高校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面对激烈的就

业竞争、无形的社会舆论压力等，研究生群体易产生复杂多样的就业心理问题。根据国家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的安排与部署，研究生群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王战军，赵敏，2023)。因此，关注研究生就业

心理问题不仅是解决个体困境的需要，更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心理问题，对于促进研究生顺利就业、保障社会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现状 

2.1. 就业焦虑与迷茫 

研究生就业焦虑与迷茫心理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问题，涉及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就成因

来说，家庭和经济状况、择业和就业因素是研究生产生焦虑的最主要原因。而且校园和学业环境、个体

内在因素、交往和人际关系也是引起研究生焦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研究生在就业过

程中感到焦虑和迷茫。其次，就表现形成来说，研究生就业焦虑与迷茫的表现形式多样。一些研究生可

能会表现出自卑、自负、矛盾、盲目等不良心态，而另一些则可能因为缺乏对自己职业个性的了解、缺

少对职业特性的了解等原因，在择业时产生过度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 

2.2. 信息盲从与从众心理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群体压力下，在认知、判断、信念与行为等方

面与群体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黄振宇，2007)。这种心理现象在研究生就业过程中表现为对就业信息的

盲目跟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例如，许多研究生在获取就业信息时，往往依赖单一渠道，看到

不错的招聘信息就心满意足，不再寻找更好的机会。这种从众行为不仅限制了他们对更多就业机会的探

索，还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岗位。 
信息盲从和从众心理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跟风导致的职业选择失误，二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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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自主择业意识。研究生在面对就业选择时，容易受到身边同学和朋友的影响，盲目跟随他们的选择，

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这种盲目从众的行为不仅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还可能使他

们在职业发展中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2.3. 抗压能力较弱 

研究生就业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工作未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另外还

存在其他压力来源。成年人情感压力也是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生在情感上需要处

理与导师、同学以及未来伴侣的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靳永雄，2011)。研究生

在就业过程中还面临着经济压力，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这种经济压力不仅影响他们的就业

选择，还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心理负担。除此之外，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重重压力形成合力，很多研究

生害怕面对困难和挑战，表现出抗压能力较弱。 
综上所述，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表现形式多样，问题来源不仅包括外部环境的挑战，还有同伴效应

的渲染以及对未来道路的迷茫。从认知层面来看，研究生普遍具有较高的就业期望和明确的就业定位，

他们对未来的就业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取向。然而，这种高期望值往往与现实存

在差距，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出现矛盾心理。在情绪方面，研究生普遍感受到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不

仅来源于激烈的就业竞争，还受到个人能力、自信以及对就业前景的担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心理层面，

研究生的就业焦虑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例如，扩招政策与就业市场的结

构性矛盾是导致研究生就业焦虑的重要宏观因素。 

3. 思想政治教育在破解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中的作用 

3.1. 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生

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常常因为自身就业能力与社会需求不符、缺乏合理的就业目标与规划等问题而产

生焦虑和压力。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社会需求以及个人职业发

展的关系，从而在就业时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高雪纯，2020)。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素养，

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例如，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通过贯彻“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从而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

的人才战略需求。 

3.2. 提高研究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在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被纳入课程内容，以帮助学生在思想政治品德养成和健

康人格塑造过程中，完善知、情、意、行等心理过程。这种结合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促进

了其在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常常面临巨大的心

理压力，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和实践，研究生可以培养出积极的

心理品质和乐观的心态，增强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和社会的各种压

力，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3.3. 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为国

家服务的精神。这种思想上的引导有助于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第二，思想政治教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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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和就业创业服务，帮助研究生建立健康的心理状态。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还

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和人际交往能力。通过思政教育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表达情

感和情绪，学会正确处理情绪问题，增强情绪调节和应对能力。第四，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创造了条件。通过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生能够树立坚定的信念和持久的动力，激发他

们的创新自信心和热情。 

4.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的破解路径 

4.1.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 

就业观是大学生对选择某种社会职业所持的比较稳定的认识、评价、态度方法、心理倾向和指导思

想(李荣华，2005)，对研究生就业选择和就业心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相融合

是解决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就业教育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这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通过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来破解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

探讨： 
构建融合机制：高校应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构建思政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融合的机制。这不仅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能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例如，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通过将思想政

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相融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三全育人”格局。 
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融入就业指导教育，在就业指导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心理素质。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现实社会的就业环境，

还能帮助他们把握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和用人单位的要求。 
政策支持与实践创新：教育部提出推动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政策，从宏观层

面揭示了这一融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高校可以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之

间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实际就业需求，并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开展教学。 
校企合作与产城融合：建立产城融合、校企合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课程开发机制，充分发挥

企业和企业人才的支撑作用，逐步提高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度(邹波，2015)。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学

生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 
以上方式在现实中有据可循，例如，东北师范大学构建了“观念驱动型”就业指导课程，以引导研

究生将新时代就业观与自我发展相结合，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此外，上海政法学院注重引导研究生合

理定位职业预期，并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系列活动全程指导学生的职业发展。 

4.2. 建立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关注和培养个体的心理健康，可以有效缓解研究

生的就业焦虑。这种理论为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解决路径，即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

来提升研究生的心理调适能力。因此，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构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有助

于帮助研究生树立积极的心态，提前准备就业需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来应对就业压力。 
一方面，高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整体教育体系，从入学开始就开展心理健康专题教育，普及心

理健康自我调节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举办“心灵之路”等品牌化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研

究生管理情绪和压力。可以建立研究生动态心理测评档案，并根据结果安排专业咨询师进行面谈和评估，

筛选高危个体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同时，健全三级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干预异常情况，确保研究生心

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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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生基数增多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多样化，传统的应对策略已无法满足需求，需要

借助新平台完善及创新应对策略，建立动态监测网络、分级标准和多样化的干预辅导手段(左辉，王涛，

谢姗姗，2017)。注重个性化方案和技术创新，以更好地维护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学校应建立全天候、

全时段心理咨询预约服务机制，完善心理咨询、常态督导、团体辅导和心理拓展制度。辅导员需要深刻

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职责，并对研究生展开系统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为提供个性化专门化帮扶，学校

可以针对就业困难、心理压力过大的毕业生进行彻底地摸底排查，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心理辅导，引

导毕业生树立就业信心，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 
上海师范大学强调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相结合，帮助研究生解决情绪调节和环境适

应问题，并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其做法完全符合这一路径方向。 

4.3. 形成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多元化育人机制以构建就业质量导向，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定期进行研究生心

理健康调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工作，创新研究生就业创业教育方式。通过形成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来破解研究生就业心理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综合运用导师、辅导员、

课程思政等多方面的力量，以全面提升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 
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导师不仅是学术指导者，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实施者。导师可以通过科研指导、组会交流、专业研讨及谈心谈话等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

日常的科研和学术活动中，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此外，导师还应树立加强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意识，主动参加校、院两级组织的培训，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研究生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辅导员可以利用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背景，

开展专项思想引领工作，弥补导师在思想政治素养培养上的不足。同时，辅导员应与导师密切配合，共

同关注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问题，形成合力育人机制。 
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应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的实效性，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案例，选树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增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心理调适能力(关升，郝鑫，王磊，2024)。 
以上方式在现实中有诸多例证，比如，青岛农业大学建立了由辅导员、班主任和导师组成的三位一

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协同开展研究生的思想引领工作。这种多方协作的模式，有效增强了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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