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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持续攀升，“孔乙己文学”现象的背后呈现出大学生就业观中学历贬值焦虑、人

生价值错位、就业心理失衡、自我认知失调这四种问题。在社会层面看这是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和结构

性失衡、媒体舆论过度曝光的结果，在高校层面看是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作用式微、专业课程实践形

式单一以及朋辈压力的结果，在家庭层面看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果，因此针对该现象下

的大学生就业观问题，需要从家校社协同、多元实践渠道、网络媒体这三方面进行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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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continued to rise; behind the phe-
nomenon of “Kong Yiji literature”,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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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namely, the anxiety of devaluing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dislocation of life value, the 
imbalance of employment psychology, and the disorder of self-cognition. At the social level,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job market,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the overexposure of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de-
clin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career planning course, the single form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prac-
tice and peer pressure; and at the family level, it is the resul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am-
ily social capit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employment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school-community cooperation, multi-practice channels and network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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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乙己文学”入选 2023 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在 2023 年上半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孔

乙己文学”是从鲁迅的经典小说《孔乙己》衍生出来的，书中的主人公孔乙己虽然穷困潦倒，却一直放

不下读书人的面子，固执地穿着象征身份的长衫。“孔乙己文学”之所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主要是

当代大学生通过“孔乙己文学”进行自嘲，广大大学生将自己通过努力取得的学历比作孔乙己脱不掉的

长衫，一方面期望的工作难以寻找，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既得的工作，投入大量成本取得的学历与其最

后转化为的成果不相匹配，从而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孔乙己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在当下网络空间被大量

网友进行“拼贴”与“同构”，“孔乙己文学”是大学生群体借助网络反映自身无奈的生存现状[1]。“孔

乙己文学”的热议，不仅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难题，同时也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就业观出现了

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针对“孔乙己文学”这一现象，本文试图探讨在该现象下大学生就业观的问

题，分析“孔乙己文学”背后大学生就业观问题的现实原因，并探讨如何优化大学生就业观的培育，以

形成正确的就业观。 

2. “孔乙己文学”现象下大学生就业观的问题呈现 

2023 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到 1158 万人，就业压力持续攀升，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多重超预

期因素的影响，“孔乙己文学”的出现只是当代大学生在如今复杂就业环境下就业观逐渐发生变化的一

个具体缩影，通过该现象可以透视出大学生对于就业的真实情感态度和心理变化。 
(1) 学历贬值焦虑：社会就业环境下的无奈 
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时

期在高度集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的就业是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的“统包统

分”就业体制。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这时已经初步实行大学生自主就业，但国家对

大学生就业分配的主导权依然没有发生改变。第三阶段是 21 世纪初，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逐渐增多以及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方式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因此大学生就业迎来了

以市场导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的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 2001 年仅有的 114 万，再到 2024 年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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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数量预计增至 1179 万人，随着近几年来随着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也使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增加，20
多年来高校毕业生已增长超十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历在不断贬值，上个世纪的学历红利

已经淡化。教育经济学中的筛选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高意味着求职者具有较高的能力，也就

是一个人取得的学历越高他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就越高[2]。但如网络上“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

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来的长衫”这一段陈述所说，将大学生寒窗苦读十余年取得高等教育学历

比作是孔乙己的长衫正是当前大学生内心焦虑的真实写照，投入大量成本取得的可以体现自身能力的学

历非但没有成为就业中的优势，反而只有与自身能力价值不匹配的工作可供选择，造成了产出与投入极

其不匹配的现状。从最初的国家分配，再到后面的自主择业，再到如今的大学生竟逐渐成为“就业困难

户”，如今的大学生早已意识到自己十余年寒窗苦读获得的学历早已不如曾经那样金贵，学历的“敲门

砖”作用正在减弱的同时自身的价值早已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逐渐衰弱，曾经以为读完大学就能够找到

好工作的美好愿景在面临就业现实之际就已经破碎。 
(2) 人生价值错位：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脱节 
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构建，人的价值是在人的关系中存在的，一方面，人作为自

然界中的人，其生存是以满足自身生活各种需要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人作为社会中的人，人的发展是

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人的价值既体现在同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也体现在同自身的

关系之中，大学生的就业过程是在自我发展中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过程，也正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相统一的过程，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不仅表现对社会的贡献上，也表现在个人发展中。但部分大学

生以功利化的倾向进入就业市场，既没有坚持能力有大小与贡献须尽力相统一，也没有坚持坚持物质贡

献与精神贡献相统一，又没有坚持完善自身与贡献社会相统一，过分强调个体在更高层次、更高价值就

业中的实现，忽视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以及不同职业在社会分工中的比重不同，没有意识到每个工作岗位

都在社会分工中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也就忽视了每一份工作的社会价值以及个人在不同工作中

的发展和完善。当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脱节，不仅社会价值得不到实现，自我价值更是无从谈起。 
(3) 就业心理失衡：“内卷”“躺平”两极分化 
“内卷”意指外部条件约束下的内部精细化、过密化发展及其内部懈怠与消耗，在就业竞争加剧的

环境下，指大学生为找到满意的工作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被动竞争。“躺平”意指以“低欲望”和“低姿

态”的顺从消解社会现实困境和获取内心世界的平和，主要表现为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时的逃避，主动

脱离竞争[3]。大学生以“孔乙己文学”自嘲，这既是对现在高度内卷的无奈，又是“卷不动”后对现实

的妥协从而选择躺平。“内卷”和“躺平”的是大学生面对就业时心理失衡的表现，无论是考公热、考研

热等，大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提升自我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如果不加入“内卷”的大军，那么自

己就会被淘汰，但是陷入过度“内卷”的怪圈，会滋生了许多社会焦虑，出现有业不就的现象。而“躺

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前部分大学生不能够准确明白就业的目的，仅仅将其当作是谋生的工

具，认为随便找个工作就可以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和生活压力，甚至某些大学生家庭条件较好并不急于

去寻找工作，这就使得在就业上面缺乏足够的行动力，出现安于现状以及躺平的现象。其次，社会过度

的内卷带来的焦虑，使得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被磨灭了斗志，在没有坚定信念的情况下面临就业竞争和

挫折的无力感，使得他们选择了“躺平”。“内卷”和“躺平”是两个极端现象，二者都不是大学生就业

时的正确选择，更多的应稳定自己的心态，既不能冒进也不能逃避，正视就业中机遇和风险，以一种积

极健康的心理去就业。 
(4) 自我认知失调：“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人格理论认为，人分为“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真实自我”是个体在

经历和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我认知，“理想自我”是个体心理预期中自己理想的自我，人目标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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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需要这两部分的相统一。书中的孔乙己作为一名读书人非但没有优秀的成绩，反而还深陷自身的幻想，

不愿脚踏实地去工作和生活，这就是孔乙己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最后只落

得在酒馆喝酒、被人嘲弄的下场。对于大学生而言，在取得学历后认为自己应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和满

意的工作，将自己的就业标准不切实际的不断地提高，脱离自己的客观条件，但是在面临就业时才发现

如今的大学生就业是如此惨淡，这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失调，即个体的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一致性

程度较低，这种不一致性往往导致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这也正好体现大学生以“孔乙己文学”进行自嘲，

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当理想脱离实际，理想的实现就会变成天马行空，甚至演变成为空想和

幻想。 

3. “孔乙己文学”现象下大学生就业观问题的成因 

(1) 社会层面 
第一，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就业风险增大。2023 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1158 万人，

在就行形势本就严峻的情况下，待就业群体数量持续增多，加上疫情和经济下行等各种风险对就业市场

的冲击，一方面影响了部分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导致裁员或降薪；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就业者的心理

状态和消费信心，导致消费需求不旺，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就业市场需求不足以吸纳这么多的就业

者，导致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此外，有些高校专业体系的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从而导致学生毕业即

失业，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运用，一些传统制造业和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面临着转型甚至淘汰，而目前

就业市场的高素质人才又无法匹配新兴行业的需求，整个就业市场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特点，就

业出现结构性失衡。面临就业风险的攀升，大学生对就业的思考自然会更加偏保守。 
第二，媒体舆论过度的曝光就业形势会使大学生产生就业焦虑。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信息的传递

和交流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格局，处于移动端的人随时随地能够接收到网络信息。大学生就业作为社会的

热点问题出现在网络媒体上的频率也较高，并且现在网络媒体内容面临着同质化问题，即内容具有较高

的同质性与可复制性，相同的新闻事件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反复传播，导致有关大学生就业的信息

曝光率大量增加，诸如“研究生毕业送外卖”“就业市场人满为患”等呈现出就业形势严峻的信息，会给

大学生的信心造成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网络媒体是社会舆论的聚集地，每一位网络参与者都可以在

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再加上网络媒体的监管难度较大，导致诸如“读书无用论”等负面舆论的传播，

大学生作为走在网络前沿的人群，在同网络媒体的接触中就业观念会被这些负面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 
(2) 高校层面 
第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作用式微。首先，我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相较于西方国家起步

较晚，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统包统分”政策的实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一直是高校教育的空白，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开始实行大学生的自主择业，就业指导在国内开始兴起，这位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奠定了基础。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阶段，大

学生就业有着多样化的就业选择和压力，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才逐渐在高校兴起。但是由于我国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起步晚，且大多是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和经验，既没有形成统一固定的课程教材又没有搭建

起专业的教师队伍，呈现出机械化的特点。其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主要包括生涯认知、自我认知、生

涯管理、生涯决策等方面，但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中，教师更多的是针对学生就业进行如简历制作、面试

技能等技巧性的训练，对学生的自我认知、价值观念等方面过于依赖心理测评量表，忽视每个学生心理

发展的差异性性、阶段性，并且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对大学生的基本国情世情党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

育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对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 
第二，专业课程实践形式单一，专业知识得不到发挥。当前高校的专业课程教学主要是以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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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为主、实践运用为辅，但是大学生分为不同的专业正是为了进入社会后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专业

课程单纯重视理论知识灌输，缺乏实践层面的引导，大学生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得不到实际运用，长此以

往大学生的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得不到锻炼，从而导致经过四年高校学习的大学生在毕业

时空有理论知识，缺乏工作技能技巧，在这种情况下面临就业时表现出对个人能力的信心不足、就业思

维呆板从而影响就业动力。 
第三，朋辈压力。朋辈压力是指个人在与同龄人相处时，由于想要迎合他人的期望、符合某种标准

或避免被排斥，而感受到的心理压力。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都会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朋辈的正向抑或者是负向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是普遍而客观地存在着的[4]。高校里面的大

学生在年龄上差距不大，普遍集中在 18~22 岁这一阶段，他们的朋辈压力主要体现在学业、就业、社交

等方面，朋辈压力是同一群体成员对需要决策的事件拿不准的时候，选择模仿与顺从他人的行为与信念

以获得安全感的结果，大学里的社交条件、竞争压力都会导致大学生朋辈压力的产生。由于大学生处于

价值观形成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客观判断能力，面临就业时容易出现茫然的

心理，所以朋辈压力的存在使得他们在就业观念上更倾向认同于同龄人所普遍认可的选择，以此来抵消

就业时的不确定性。 
(3) 家庭层面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对就业观存在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传统家庭观念上，费孝通的《乡

土中国》认为家族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组织形式，以尊卑有序、孝道为先的传统家庭观念维

护着家庭的和谐，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着家庭成员个体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虽然打

破了古代传统家庭的格局，但是传统的家庭观念依然对家庭生活起着影响。这种家庭观念在对就业观的

影响体现在如高考填报志愿、工作地选择、工作单位性质选择等需要大学生对就业进行重大选择时通常

会尊重家庭或者父母的意愿，在传统家庭观念要求下的大学生就业似乎无法避免的需要背负起家庭的负

担和期望，可以说这种家庭观念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观的一个重要但是却无法超越的因素。 
第二，家庭社会资本抑制就业选择和就业公平。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并通过这

个社会结构给自己带来的资源。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分为先赋

性社会资本和后致型社会资本，先赋型社会资本指大学生出生就获得的社会资源，也就是大学生家庭所

具有的社会资本；后致型社会资本是指大学生凭借自己不断扩大的社交网络所取得的社会资源，由于大

学生社会经历有限，其社会资本主要以先赋型社会资本为主也就是家庭的社会资[5]。社会资本充足的家

庭能够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收集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就业，但是由于社会

资本具有封闭的特点，一定的社会资源只会在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网内部流动，所以这种就业是基于一定

的社会关系网内部的就业，如父母是国企员工的家庭，其父母更多地利用自己在自身所处关系网内的资

源帮助子女就业，因此子女所从事工作的范围被限制，就业理念和思想也固定在该关系网内，不利于科

学就业观的形成。并且正常的大学生就业是基于大学生自己基本能力素养的高低，而家庭社会资本的出

现导致社会资源代替能力素养，就业的公平性受到严重威胁。 

4. “孔乙己文学”现象下大学生就业观的教育引导 

“孔乙己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大学生就业观症状需要多方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引领和育人功能，有效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 
(1) 构建家校社协同下的就业观教育新模式 
家校社协同育人和“三全育人”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发力对于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大学生就业观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贯穿了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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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因此就业观的培育不仅是学校的任务，三者对大学生正确就业观的树立缺一不

可。 
家庭是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先导，家庭教育具有潜移默化性、渗透性、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特点。首

先，家长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理念，尽可能摒弃传统的家庭观念，尊重子女就业的个人选择和意愿，

注重倾听子女对于就业的看法和思考，并保持同子女长时间、分阶段的沟通，及时疏解他们心中对就业

的负面情绪，坚决遏制功利性的思想出现。其次，家长还要在工作中树立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奉献担

当的精神，在以身作则中对子女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家长要充分基于子女的性格培养他们的个

性，鼓励他们朝着自己的梦想奋斗。 
学校是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主导，是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主阵地。学校作为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

补给站，一是要打造专业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理念、生涯规划开展个性化

的教学设计并定期举行教学研讨，在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的同时有效预防学生就业观的负面因素。二是在

专业课中渗透职业教育，各学院要结合学院的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专业课教师要在专业课中挖掘其对

应专业的社会价值、社会定位等，讲授本专业的市场需求和就业现状，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对专业的了解

程度和明确自身定位。三是发掘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的课程思政内容，重视思政内容的显性传播与隐性

渗透的结合，课堂环境创设注重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组织机制支持与专业课程思政形成协同[6]。既

要把学校所在地的有关资源如优秀毕业大学生故事、职业道德模范事迹等内容融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课课本内容，用先锋模范的感染力激发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要在职业生涯规划课教学方法

的合理运用，重视知、情、意、行相统，用价值观的引导弥补单一的理论灌输，在寓教于乐中引发学生对

职业的共鸣和思考。 
社会是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支撑，政府和企业要共同营造良好的就业生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良好环

境。政府要在建立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上发力以排除大学生就业的忧虑，既要推进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

工作，做好大学生就业兜底安置，又要通过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减免税收、人才引进等政策鼓励大学生

灵活就业与创新创业，同时还要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打造公共就业招聘平台，实现高校就业招聘信息共

享，此外要切实维护大学生就业权益，开展就业相关法律法规宣讲，严厉打击虚假招聘、拖欠工资等违

法犯罪现象，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的招聘行为，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企业要规范自身的

招聘行为，摒弃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学历歧视、地域歧视等，积极同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完善校企联合

培养人才模式，依托当地政策联合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创建大学生实习基地，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帮助高

校共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提高大学生就业信心和就业能力。 
(2) 依托多元化实践渠道拓宽大学生就业观教育阵地 
实践能够促使大学生不断深化感性认识从而上升为理性认识，多元化的就业实践渠道能够全方位提

升大学生就业认知和职业素质，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 
一是基层就业环节，基层就业是党在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时代赋予青年大学生的使命和责任，

可以为基层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基层是国家最需要发展的地方，也是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人才

的地方，国家因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基层优惠政策来鼓励大学生下到基层就业，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计划、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城乡基层就业岗位等。持续拓宽基层就业渠道，鼓励引导更

多的大学生前往基层，在基层就业中提升本领、磨练意志、培养情怀。 
二是社会实践环节，充分利用教学实习、勤工俭学、助岗助研等机会，鼓励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前进

行提前预演，为进入就业市场打好技能和素养的基础。 
三是公益活动环节，通过社区服务、下乡支教、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促使大学生在社会公益中培养

起服务群众、服务社区、服务社会意识，树立社会使命感和奉献社会精神。四是科技创新环节，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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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不

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刻苦钻研精神，还可以提升大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3) 依托网络媒体强化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效能 
网络环境是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充分利用网络优势资源提高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

效率。 
一是优化网络生态，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加强网络监督管理，不仅打击虚假招聘和传播虚假就业信息

的网站，还要防止如“孔乙己文学”这样以流量至上发展起来的话题过度炒作，坚决遏制刻意制造就业

焦虑、恶意挑起就业舆论纷争等现象。 
二是网络媒体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利用网络媒体强有力的塑造作用，在内容层面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引领，合理规范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对大学生就业观的感

染力并及时监管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发展动向，及时捕捉大学生在网络上表现出的就业负面情绪，对就业

现象的评价和报道应做到客观，既不能上纲上线又不能浅入浅出，避免简单粗暴的说教方式，深度分析

就业难的背后原因，对大学生情绪进行合理引导。 

5. 结语 

综上所述，“孔乙己文学”现象的出现在本质上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就业观的存在问题，其中掺杂着

社会、高校、家庭等因素，具有复杂的生成逻辑。应该明确的是，“孔乙己文学”现象的出现只是当代大

学生在面临就业难题时的自嘲，是宣泄和舒缓就业压力一种方式。对于“孔乙己文学”现象中映射出来

的大学生就业观问题，各教育主体应该正确客观地进行分析，避免片面化的批评打击，从大学生的视角

观点出发，社会、高校、家庭各方发力，积极发挥就业育人功能，既要优化就业生态环境，又要积极鼓励

大学生投入到就业实践中，引导大学生从自嘲转变为自信，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念，积极走向就业岗位，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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