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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矛盾突出，给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遵循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并从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角度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

影响在性别、年级两个维度上没有差异；在专业类型、学校类型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且差异显著，并发

现就业能力认知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学习行为，并对学习行为有积极作用。并在调研的基础上从大学生、

高校、国家三个层面给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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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evere, and the employment contradic-
tion is prominent, which brings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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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employability, this study followed 
the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on of employability on learning behavior in two dimensions of gender and 
grad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major type and school type, and it 
is found that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employability will lead to different learning behaviors, and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learning behavior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suggestions and counter-
measures are given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college students, universities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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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1 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达 909 万人，同比增加 35 万人。大学毕业生是我国的重要的人力资

源，要将他们使用好，配到最好的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现阶段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就业矛

盾突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受 2020 年新冠疫情的不确定因素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经济转型

发展引发的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与结构性失衡的影响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更加凸

显(张明广，茹宁；2020) [1]，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大学生就业市场仍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社

会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国家对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断重视，出台多项政策来鼓励和支持

大学生就业。国内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也给出相应的对策，集中于大学生、高校、企业(刘洋、郑瑾、

王晓伟；2020) [2]，通过协调三者之间关系来调整大学生就业中出现的问题：大学生自身需要以企业要

求为导向(刘洋、郑瑾、王晓伟；2020) [2]，高校在层次、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上分别做出不同的调整(张
明广，茹宁；2020) [1]，学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大学生实习提供实践的机会(刘洋、郑瑾、王晓伟；

2020) [2]；这些对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大学生就业现状，但这些对策是从外部入手，引导大学生做

出相应改变来适应或者是去培养大学生能力来解决就业中的问题。然而问题的解决要从问题的本身出发，

从外部出发只能解决问题的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 
大学生就业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大学生就业能力差异所致。改变和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的渠道是学

习，学什么？怎么学？都受到就业能力认知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就业心理会对大学生学习行为产

生影响(赵琴；2016) [3]，但鲜有关于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大学生就

业能力认知状况出发，从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学校类型四个层面分析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

响，深入了解就业能力认知差异对学习行为的不同影响，揭示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差异与学习行为之间

的关系。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和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与借鉴。 

2. 研究对象、方法与信效度检验 

2.1. 研究对象 

受疫情影响，部分高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故本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封闭式问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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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有效问卷 355 份。从下表 1 可以看出人口学变量的数值特征，反映了本次被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其

中平均值代表数据的集中趋势，标准差代表数据的波动情况。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布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156 44% 

1.56 0.5 
女 199 56% 

年级 

大一 221 62% 

1.58 0.87 
大二 80 23% 

大三 36 10% 

大四 18 5% 

专业 
人文社科类 219 62% 

1.38 0.487 
自然科学类 136 38% 

学校类型 

专科 78 22% 

2.23 1.1 

普通本科 195 55% 

985 32 9% 

211 22 6% 

双一流 28 8% 

 
其中调查对象的性别情况，男性占 44%，女性占 56%；年纪情况，大一占 62%，大二占 23%，大三

占 10%，大四占 5%，由此可见本次调查的结果多偏向大一大二同学的意愿；专业上，人文社科类占 62%，

超过总体的一半，自然科学类共占 38%，接近总体的四成，由此可见本次调查的结果多偏向于人文社科

类同学的意愿；学校类型中，专科占 22%，普通本科占 55%，重点本科(985、211、双一流)共占 23%，

由此可见本次调查结果多偏向于普通本科同学的意愿。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分析法 
在前期研究中，以文献分析法为基础，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

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和量化分析来获取工作信息。在知网、维普等学术网站输入“大学生”、

“就业能力”、“学习行为”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整理、归纳与本研究相关文献，做好相应记录，

制作维度因子表，提取与本研究相关信息，明确研究角度与方向，为后续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奠定基础。 

2.2.2. 访谈法 
访谈法是指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询问，进行数据收集；回收的数据更加客观、真

实，代表性更强，且能够灵活的、准确的了解问题的事实情况。通过前期文献分析法提取出的相关维度

因子并结合本研究目的编制《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影响调查问卷》，问卷围绕大学生就业能

力认知、学习行为两个部分展开，由表及里，逐层深入。该访谈问卷包括以下 7 个问题： 
Q1您认为就业需要哪些能力？Q2您是否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方向？Q3您是否明确未来职业所

需的就业能力？Q4您目前具备哪些未来职业所需就业能力？Q5您如何去补齐所缺就业能力？Q6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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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和目的？Q7 您学习更注重理论学习还是实践学习？意在了解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和学习行为的

总体情况，为后期封闭式问卷设计做准备。 

2.2.3.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对研究问题答案进行量化处理，从而使得收集的资料更加可靠。结合前期文献分析

法和访谈法的结果设计封闭式问卷调查表，同样围绕道大学生就业能力、学习行为两个方面展开，采

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编制封闭式问卷。本次研究的问卷主要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人口统计变量特

征从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年级类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设计。第二部分在文献分析法与访谈法的基

础上反复修正并结合专家评定法，将就业认知问卷设定为 5 个维度：就业规划、就业意愿、就业信心、

就业观念、就业能力培养，第三部分的学习行为设计则从理论与实践、成绩与就业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构建。 
本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回收川内高校共计 355 份有效问卷。使用 SPSS26.0

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相关性检验；差异对比分析寻找认知差异下的学习行为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相

关建议与对策。 

2.3. 信度、效度与相关性检验 

2.3.1. 信度分析 
为检测样本数据的内部一致性，本次研究采用 SPSS 26.0 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部分的数据进行信

度分析，如表 2 所示。一般认为，克隆巴赫系数在 0.7~0.8 之间，说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在本研究中，

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部分标准化后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57，说明该部分数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

较好。 
 
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表 2. 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可靠性检验 

因子 标准化后的 α 

现阶段的就业规划 

0.757 

是否了解所读专业的就业形势 

未来是否愿意从事与所读专业相匹配的职业 

(未来)就业是否自信 

就业观念是否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 

2.3.2. 效度分析 
为检测测量工具的有效性程度，本次研究采用 SPSS 26.0 对样本数据进行 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

验，如表 3 所示。 
 
Table 3. Validity and KMO test 
表 3. 样本数据效度与 KMO 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62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65.103 

自由度 10 

显著性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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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KMO 值为 0.762，Bartlett 球形检验 P = 0.000 < 0.05，说明变量间相关程度较高，整体数

据的有效性程度较好。 

2.3.3. 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把就业规划、就业意愿、就业信心、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培养作为自变量，把学习侧重点(理

论与实践)和学习侧重点(成绩与就业)作为因变量。通过数据分析(见下表 4)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偏相关

系数为 0.334，概率 P 值为 0.000，显著水平为 0.05。 
 
Table 4. Correlation test 
表 4. 相关性检验 

自变量 学习行为侧重点 
(理论与实践) 

学习行为侧重点 
(成绩与就业) 

就业规划 
就业意愿 
就业信心 
就业观念 

就业能力培养 

学习行为侧重点 
(理论与实践) 

相关性 1.000 0.334 

显著性 0.0 0.000 

自由度 0 350 

学习行为侧重点 
(成绩与就业) 

相关性 0.334 1.000 

显著性 0.000 0.0 

自由度 350 0 

3. 调研结果与分析 

就业能力即“可雇用性”，是指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就业力不仅包括狭义上理解的找到工作的

能力，还包括持续完成工作、实现良好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认知是人们推测和判断客观事物的心理过

程，是在过去的经验及有关线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信息的理解、分类、归纳、演绎和计算。学

习行为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通过调研数据的整合，就业能力认知可划分为：就业规划、就业意愿、就业信心、就业观念、就业

能力培养，学习行为侧重可划分为：理论与实践、成绩与就业。设置本研究的原假设： 
原假设 1：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在性别上没有差异 
原假设 2：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在年级上没有差异 
原假设 3：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在专业类型上没有差异 
原假设 4：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在学校类型上没有差异 

3.1. 就业能力认知差异分析 

3.1.1. 就业能力认知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 5 可见，就业能力认知在性别上(t = −0.693, P = 0.489)，显著性结果为 0.489 大于标准的 0.05，

因此在此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of employ ability 
表 5. 就业能力认知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Sig 

男 11.18 3.24 
−0.693 0.489 

女 11.42 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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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就业能力认知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由下表 6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就业能力认知在年级上存在差异，显著性结果为 0.023

小于标准的 0.05。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就业能力认知上，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的认知差异

是大于大四学生的。因此，年级越低的大学生可能对于其自身的就业能力认知了解程度差距越大，年级

越高的大学生可能对于其自身的就业能力认知了解程度差距越小。在问卷的设计中，数值越小代表了解

程度越高，并且，年级越高就业能力认知部分的平均值越低，由此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对于自

身就业能力认知的了解程度越高。 
 
Table 6. Analysis results of grade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of employ ability 
表 6. 就业能力认知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变量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F Sig 多重分析 

大一 221 11.58 3.244 

3.203 0.023 大一 > 大四 
大二 > 大四 

大二 80 11.28 3.065 

大三 36 10.69 3.206 

大四 18 9.39 2.615 

总计 355 11.31 3.202 

3.1.3. 就业能力认知在专业上的差异分析 
由表 7 可见，就业能力认知在专业上(t = −2.020, P = 0.044)，显著性结果为 0.044 小于标准的 0.05，

说明就业能力认知在专业上存在差异。根据均值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类专业就业能力认知情况好于人文

社科类专业。 
 
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major’s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of employability 
表 7. 就业能力认知在专业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专业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Sig 

人文社科类 11.15 3.214 
−2.020 0.044 

自然科学类 11.85 3.189 

3.1.4. 就业能力认知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分析 
由于 985、211 和双一流的样本较少，在此将三个因子合为一个变量。表 8 使用 Kruskal-Wallis H 检

验法进行分析，由表 8 的结果可以看出，就业能力认知在专业上(χ2 = 6.479, df = 2, P = 0.039)，显著性结

果为 0.039 小于标准的 0.05，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认知存在差异。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

看出，在就业能力认知上，985、211、双一流的大学生大于普通本科生。 
 
Table 8. Analysis results of school type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of employability 
表 8. 就业能力认知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学校类型 个案数 秩平均值 卡方 自由度 Sig 多重比较 

专科 78 175.7 

6.479 2 0.039 985、211、双一流 > 普通本科 普通本科 195 188.73 

985、211、双一流 82 1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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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数据的量化分析可以得出，除性别外，不同年级、专业、学校类型的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认知

存在差异。 

3.2. 不同类型大学生学习行为分析 

由表 9 和表 10 数据的量化分析不难看出性别、专业类型、学校类型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有明

显的差异，影响的主要表现在学习行为的侧重点方面。分析性别、专业类型学习侧重点显著结果(P = 
0.005、0.039)均小于标准值 0.05，则说明学习行为侧重点在性别、年级上存在差异；而年级在学习行

为侧重点差异分析显著结果(P = 0.538)大于标准值 0.05，反映出不同年级整体之间不存在学习侧重点的

差异。 
 
Table 9.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s focus on analysis results 
表 9. 不同类型大学生学习行为侧重分析结果 

维度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t F Sig 

性别 
男 2.69 0.907 

−2.804 / 0.005 
女 2.94 0.795 

年级 

大一 2.78 0.819 

/ 0.724 0.538 
大二 2.94 0.847 

大三 2.89 0.95 

大四 2.78 1.114 

专业 
人文社科类 2.93 0.821 

2.072 / 0.039 
自然科学类 2.73 0.915 

 
Table 10.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emphasis of learning behavior on school type 
表 10. 学习行为侧重点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学校类型 个案数 秩平均值 卡方 自由度 Sig 多重比较 

专科 78 149.39 

10.051 2 0.007 985、211、双一流 > 专科 
普通本科 > 专科 普通本科 195 187.12 

985、211、双一流 82 183.53 

 
运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法来进行学习行为侧重点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分析，由表 10 可以看出，

在学习行为侧重点上(χ2 = 10.051, df = 2, P = 0.007)，显著性结果为 0.007 小于标准的 0.05，因此在学习行

为侧重点上不同类型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到，985、211、双一流和普通本

科学生的差异大于专科学生。 

3.3. 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原假设 1 与原假设 2 成立，原假设 3 与原假设 4 均不成立，则说明大学生就业

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在专业类型和学校类型上存在差异。 
本次研究以学习行为作为因变量，大学生就业规划、就业意愿、就业信心、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培

养五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11 显示，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培养的系数分别为 0.10 (P < 0.05)
和 0.55 (P < 0.001)，说明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能力培养对学习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69


张隽 等 
 

 

DOI: 10.12677/ae.2021.115269 1735 教育进展 
 

Table 11.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gnitive ability in employment and learning behavior 
表 11. 大学生就业认知能力对学习行为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学习行为 

  模型 

自变量 

就业规划 0.07 

就业意愿 0.05 

就业信心 0.04 

就业观念 0.10 

就业能力培养 0.55 

R2  35.80% 

R2变化  34.10% 

F  21.371 

 
总的来讲大学生自身就业规划清晰程度、就业意愿强烈程度、就业信心综合因素下共同作用导致大

学生学习侧重点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学习行为。 

4. 研究结论与研究建议 

4.1. 研究结论 

大学生自身对就业能力认知情况与年级呈正相关关系；不同专业类型大学生之间就业能力认知情况

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其所读专业性质、就业方向和就业形势关系密切；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对就业能力

认知同样存在差异。 
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类型、学校类型对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学习行为的侧重点

在专业类型、学校类型上的差异最为明显，不同性质专业的就业方向与就业形势的差异仍然是导致大学

生学习行为侧重点不同的重要原因；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因就业规划、就业意愿、就业信心不同对学习

行为的作用效果不同，其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学习行为侧重点的不同。 
整理研究调查数据，不难发现不同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不同，

各有其特点；且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能力对学习行为影响显著。 

4.2. 研究建议 

4.2.1. 大学生应充分了解自己和工作世界，做好自我规划 
大学生拥有良好的就业能力与认知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前提。大学生应该对自身情况以及未来职业

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了解自己的就业能力、心仪职业的就业信息等，在大学期间根据专业的不同做好学

习规划，发展相应的专业技能，做到学有专精，达到专业对口，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充分关注国家的

就业政策、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企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要求等，在就业前做好充分准备；提高自我规

划意识，从大一开始进行学习规划与就业规划，以自己的优势和兴趣爱好作为出发点，做好自我评估，

根据专业特点，进行目标设定，利用自身优势，改进自身劣势，将其落实到学习以及工作的实际行动中，

并且在此期间不断改善以适应自身发展需要。 

4.2.2. 高校应加强与企业建立联系，提供实践机会 
学校在目前国内就业形势下要积极创新，改变改进原有的一些较为落后的教学模式，以更加适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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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疫情外因下对就业市场进一步影响的时代背景。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要早开始就业入职的基

础教育，让学生能从最初就有对未来入职的规划与看法，开展一定的实践培训课程，让学生在其中锻炼

自己的就业能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要在不同专业的学习中穿插专业形势下的就业讲解，让学生更

加清晰认识专业以有更好的学习动力，不同类型的高校也要保持交流，一起研究出适合学生的培养机制。 
同时，高校也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就业渠道，与地方一些企业或公司合作，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去

参与实习与考察，形成较为便利的就业通道以缓解大学生“入职难”的问题。企业也应与高校相互配合，

共同协作，制定一些人才培养输送的计划，以企业自身的眼光为学生提供建议，使学生在了解不同岗位

的需求之中也能有提升能力的侧重点。 

4.2.3. 国家推动教育改革与政策支持，鼓励大学生就业 
现阶段中学教育不断地改革，新教育模式出现。在此教育模式基础下，高校原有教育模式不能够满

足人才高效培养，改变高校原有教育模式是必然，支持和鼓励高校建立多种人才培养机制，促进交叉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迎合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与企业人才需求的矛盾。同时国家加

快就业信息数字化进程和加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长春，李蛟；2020) [4]，实现企业就业信息与国

家就业政策的实时互通与更新，方便大学生进行就业信息的查询，及时了解就业形势与方向，调整自身

发展策略，适应就业。 
另外，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破除原有就业制度弊端，形成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局面，

科学导向，因地施策地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便利，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例如：政策性岗位偏向应届

毕业生，如省考、事业单位等有空缺岗位主要招聘应届毕业生，招考时间与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相衔接，

实现毕业即可上岗；实施人才落户政策，全面放开落户条件，实现落户“零门槛”，提供住房补贴，缓

解大学生经济压力，解决后顾之忧；积极支持和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创新，各级政府出台政策支持鼓

励，必要时提供财政补贴、资金保障[5]。除此之外，国家实施“特岗计划”[6]，鼓励向基层发展；鼓励

大学生“参军入伍”，享受国家福利政策；扩大研究生、专升本招生规模，鼓励提升学历，提高自身就

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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