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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迅猛发展，高职院校持续扩招，后疫情时代经济环境萧条，就业岗位锐减，高职生就业竞争加

剧，就业心理问题日益尖锐，文章立足高职院校，对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成因进行分

析，并以高职辅导员开展就业心理工作为题，探讨辅导员在就业指导过程中的角色实现，以期丰富大学

生就业心理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同时也为促进高职生就业、提高职业院校辅导员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提

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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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booming, with vocational colleges enrolling more students.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economic slump has led to fewer job opportunities, intensifying employment compe-
ti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exacerba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issues. This paper, cen-
tered on vocational colleges, analyzes students’ employment-relate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It explores how counselors can fulfill their roles in employment guidance, aiming to enrich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y and offer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hancing counselors’ guidan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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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1]，高职教育迎来春天。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2024 年 11 月

14 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 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

2025 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规模 1222 万人，同比增加 43 万人[2]，然而后疫情时代的大经济环境萧条，就业

环境严峻，就业岗位减少，供大于求的就业形势，使得高职生在就业市场更为艰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形成的心理落差，易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产生心理问题，轻则出现焦虑、情绪低落、社交回避等问题，

重则抑郁、自残甚至出现自杀行为。就业是民生之基，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事关高校的生存和发展，

事关学生的身心发展及家庭和谐安稳。辅导员是高校中与学生走得最近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培养者，肩

负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指导学生就业工作是辅导员工作内容之一，辅导员工作深入学生日常，掌握学

生就业心理动态，是最了解学生的角色之一，因而在帮助学生就业心理问题上具有突出优势，探索辅导

员在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中的角色，有助于保障高校应届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3]。 
本文立足高职院校，以辅导员开展就业心理问题工作为题，探讨辅导员在就业指导过程中的角色实

现，在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调适中充当专业化建设者、职业生涯规划者、心理健康辅导者、学习引导者、

就业道德教育者、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问题解决者，丰富大学生就业心理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同

时也为促进高职生就业、提高高职院校辅导员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实践参考。 

2. 就业心理概念界定 

就业心理最早在美国兴起，由哈佛大学引入到高校教育中，我国清华大学在 1923 年成立职业指导委

员会，就业心理指导登上历史舞台[4]。本文将就业心理定义为学生在就业前思考、就业过程中以及就业

后所产生的各种心理现象，如焦虑、抑郁、自卑、情绪低落等。 

3. 高职生就业心理问题表征 

3.1. 认知偏差 

就业自我效能感低的自卑心理。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于做成功某件事的自信程度。高职院校在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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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分数普遍低于本科院校，就业竞争中，高职生普遍自我认为不如本科生、研究生有竞争力，自我

否定，即便有些高职生自身综合素质较为优秀，在就业过程中也缺乏勇于竞争的意识，就业效能感较低。

邱实在其关于高职生就业心理状况的实证研究中证实，尤其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就业过

程中自卑感更显著，其中女生就业自卑感高于男生[5]。 
高不成低不就的自傲心理。自傲是自卑心理的另一个认知极端，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性格、资源有

过高的评价，没有客观认识自己，期望过高，忽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追求高工资、高福利，却不愿意承

担太多工作，认为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愿意从事文化水平低也能做的普工岗位，陷入了高不成低

不就的就业困局。 

3.2. 情绪困扰 

焦虑急躁心理。焦虑急躁是高职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见的心理问题，表现为学生对就业相关的

事情内心不安、紧张恐惧的情绪体验。这一心理在性格内向、成绩欠佳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学生中

尤为突出[6]。毕业生面临从校园到社会的转变，就业压力增大，在就业过程中遭遇挫折，个体处于应激

状态，容易出现焦虑情绪，失去心理平衡，表现为担心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就业还是专升本犹豫不决、

随意就业后发现工作内容与理想差距较大或者想从单位离职又焦虑未知的未来等等，造成精神紧张、烦

躁不安、无所适从的焦虑情绪[7]。 
抑郁心理。抑郁是长期持续应激状态下，精神处于紧张、沮丧、自责、麻木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高

职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逐渐成熟但又未完全成熟的阶段，从象牙塔到职场的转变：人际关

系环境骤然变化、就业竞争加剧、求职过程中屡遭挫折、家人离得远无法及时给予支持、自身又缺少压

力应对方式，长期以往，尤其性格内向的学生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意志麻木、思维迟缓等抑郁症状，甚

至自我封闭、悲观自杀等现象。 

3.3. 行为问题表现 

盲目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情境时，倾向于跟随群体或大多数人的行为、观点或

决定的心理倾向。高职生正值求知欲蓬勃发展阶段，更容易接受和受到他人的影响，就业过程中缺乏自

身实际和现实状况的客观评估，表现为人云亦云，扎堆求职；部分学生为了不孤单，盲目跟随同学求职

意向，忽略自身兴趣、目标、能力问题等，部分同学甚至放弃自身优势[8]。 
攀比心理。攀比是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试图超越或至少保持与他人相当的心

理表现。高职生正值青春血气方刚，部分学生爱慕虚荣，不愿意自己的工作单位不如人，面子工程严重，

脱离实际，一味追求钱多事少、社会地位高、工作环境佳的工作，出现期望和现实的矛盾，造成就业困

难，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 
依赖心理。依赖心理指个体无法自我独立，强烈需求外部支持和认可，来维持情感安全和自我价值

感。现在的大学生从小生长在优渥的环境中，家庭三代都围着孩子转，使得他们缺少竞争意识和自理能

力，害怕吃苦，不主动就业，试图依赖学校或者家庭安排理想工作，造成懒就业的现象[9]。数据显示，

高收入家庭的毕业生相对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就业依赖心理高出 26.8% [10]。 
就业道德问题。部分大学生就业道德薄弱，漠视签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部分学生随意毁

约跳槽，社会诚信不足，没有敬业精神。 

4. 高职生出现就业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出现就业心理问题的原因各式各样，与个体自身特点、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等多个层

面相关。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高职生出现就业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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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学生自身因素 

自我认知不完整。有的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爱好不具备客观完整的认知，有的毕业生对

自己评价过高，面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有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能力、价值和兴趣感到自我怀疑，缺乏自

信心，这可能影响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表现。引起心理问题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个体对事件作出

消极判断的认知模式。 
就业心理准备不足。学生面临从校园到社会求职者的角色转变，一个是还不能清晰客观的摆正自己

的角色；二是职业选择困难，一些学生面对众多职业选择时，对自己所期望从事的岗位工作内容认识不

足，在选择时感到困扰，不确定应该选择哪个方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就业焦虑和压力；三是就业

技能匹配度，高职生在校学习的专业技能和实际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增加找到理想工作

的难度；四是挫折感，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屡遭挫折后可能导致心理上的沮丧

和消极情绪。 
缺乏实际实践经验。高职生相对本科生更注重实操技能的培养，学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与单位

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不可能完全一致，在特定领域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可能使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感到困

难，增加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 
心理健康问题。针对一些在就业前既定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或者心理健康疾病的学生，就业过程中的

压力更可能触发一些心理问题，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心理状态。 

4.2. 家庭因素 

家庭期望压力。很大一部分高职生的父母文化水平并不高，正因如此，这部分父母渴望自己的孩子

在接受高等教育后能够找到一份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体面工作，期望他们能够鱼跃龙门，这种期望可

能加大了学生就业心理负担。 
家庭溺爱。现在的大学生都是 00 后，很多是独生子女，得到家庭成员的各种关爱，形成以自我为中

心的成长模式，尤其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提供给孩子较好的社会资源和支持，孩子不肯

吃苦，不主动就业，形成依赖家里安排工作的心态，有的甚至不愿意就业，遇到挫折就产生心理问题回

家躲避。 

4.3. 社会因素 

就业竞争剧烈。后疫情时代大经济环境萧条，就业环境不景气，企业生存艰难，工作岗位锐减，加

之高校招生规模扩大，每年毕业高职生逐年递增，加剧就业竞争，再者高职生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比不

上本科生、研究生等因素，都影响当前高职生就业形势，加剧就业心理问题出现。 
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就业是毕业生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需要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就业期间需要从

家人、同学、学校等群体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方能更好顺利渡过，而很多毕业生远离家人，无法及

时得到家庭支持，同龄的朋友和同学同时间段大概率都在为就业奔波，无暇交流，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无法覆盖所有学生的需求。缺少有力的社会支持，毕业生在面对就业压力和挫折是更容易加剧心理问题

[11]。 

4.4. 学校因素 

课程设置不够合理。高职生注重技能锻炼，学校的教育模式相对职场仍有所区别，再者学校的大肆

扩招，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有一定距离，导致学生就业匹配度不高，加大就业难度，导致学生就业出现

畏难情绪和挫折感，加剧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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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不到位。有的高校局限于简单的求职技巧培训[13]，忽视对大学生职业道德诚信教育，学生

随意就业，合约精神较薄弱，有的学生同时就业，出现脚踩多只船的现象，签约与毁约来回切换，社会

诚信不足，加大就业难度。学校对毕业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足，缺乏系统的指导和帮助。 

5. 辅导员在高职生就业心理问题调适中的角色探索 

辅导员是高职生在大学校园中最亲近的角色之一，对学习、生活、实践活动、心理等方方面面进行

辅导，是帮助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普通

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 43 号令)规定就业心理指导是高校辅导员九大工作职责之一，

与本科生、研究生相比，高职生在学习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和心理调试方式上有一定差距，学生在就业

过程中出现心理问题更愿意向自己的辅导员寻求心理帮助。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技能人才的重任，而就

业心理问题影响学生顺利就业及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引路人，在高职

生就业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帮助学生面对挑战、提高心理适应能力、掌握心理问题应对技巧等具

有重要意义。 
1) 专业化建设者。《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 43 号令)要求辅导员具有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就业心理问

题处理的质量，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应对就业心理问题，要加强辅导员专业化建设，注重参加相关技能

培训，掌握心理辅导技巧、职业生涯等技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增强专业水平，只有自身过硬，

才能更好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特点和优势，顺利就业[14]。 
2) 职业生涯规划者。辅导员不仅要向学生开展求职技巧指导、就业政策宣讲等内容，更应该将就业

指导工作向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自我认知偏差、适应不良等心理问题根源进行转变，实施全员、全方位、

全过程的职业生涯辅导。大一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及早树立职业定位意识，大二侧重市场形式教育，

引导学生了解职场信息和竞争形势，大三侧重求职技巧指导和政策宣讲，不但要对职业有清晰认知，更

要引导学生全面分析和认识自己，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做好职业生涯规划[15]，帮助学生尽早规划、全面解

决多元问题，预防就业心理问题发生。 
3) 心理健康辅导者。辅导员是学生在大学校园中联系最频繁的老师，掌握学生的一手信息。个体的

心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辅导员在就业过程中要实时关注学生心理动态，多谈话、多走访，防微杜渐[16]，
认真倾听学生的心理困扰，及时给予学生心理支持和建议，帮助他们面对挑战和压力。对于既定存在严

重心理问题的学生更应该重点关注，开展个性心理辅导，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转介，避免延误学生的心理

问题诊治。辅导员要发挥价值引领作用，通过日常管理、主题班会、新媒体阵地等媒介在学生中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宣传就业心理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心理调试，建立积极的自我认

知、增强自信心，塑造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环境氛围，使他们更有勇气应对职业挑战。 
4) 学习引导者。高职院校培养专业知识技能过硬的人才，辅导员要引导学生踏实学习专业知识技能，

提高专业实操水平，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缩短与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的门槛距离，提高就业竞争力。 
5) 就业道德教育者。辅导员对学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在高职毕业生就业、择业

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社会道德约束自己具有重要意义。一些高职生价值观不成熟，信用观念淡漠，存在弄

虚作假的现象，或由于焦虑急躁的就业心理，考虑不周出现慌不择路的就业，发现不妥后立即毁约离开

等现象，造成各方不良影响。因此辅导员在思想价值引领中要注重学生的就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学生

的道德修养，遵守诚信道德，将自我价值和社会需要融为一体[17]。 
6)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问题解决者。高职院校的学生存在自信心不足、自律能力较低等特点，

辅导员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认清自己的工作定位，积极充当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18]，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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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做好就业信息提供者及时提供准确的就业市场信息、招聘信息和行业趋势，让高职

生更好地了解就业环境，做出明智的职业选择；做好求职技能培训者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包括简历写作、

面试技巧、沟通能力等，以提升高职生在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力；做问题解决者[19]，协助高职生获取实习

或实践机会，以帮助他们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职业竞争力，协助高职生解决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如拟定求职计划、解决职业困扰等，提供实际的帮助和建议。 

6. 结语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就业指导工作随着社会需求、学生特性不断变化，信息多元化时代，

就业竞争激烈，学生出现就业心理问题概率加剧，辅导员要紧随时代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能力，

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特点，清晰认识学生个性，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用爱心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用

责任心帮助毕业生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用诚心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提高就业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基金项目 

人才培养需求下高职大学生职业心理素养培养的教学实践研究——基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

指导课程(项目编号：2023jgy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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