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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兼职对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职业社会化有重要影响，对大学生兼职的群体分布、行为、心理及相

关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大学生兼职常偏离学业本位，易形成价值迷乱和行为失序，出现了失范现象并

有欠于制度规范。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总体特征和大学治理理念的变化，为了保障大学生兼职的健康发展，

有必要纠正大学生兼职的失范。从大学生兼职制度的途径进行治理的对策包括：更新大学生教学管理制

度、建立失范的分类纠偏制度、完善大学生资助制度体系、修订勤工助学管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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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develop-
ment and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oup distribution, behavior, 
psychology and related system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often deviates from the academic standard, which is easy to form value confusion and behavior 
disorder, which leads to anomie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norms.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ano-
mie exists in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and it is urgent to standardize the system.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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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anomie of 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The counter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part-tim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clude: updating the teaching man-
agement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ing an anomie classification and correction system, 
perfecting the financial aid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revising the system of work study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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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Part-Time Job, Part-Work and Part-Study System, Anomie, System,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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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兼职对大学生学业和职业社会化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关于大学生兼职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

践有欠系统和深入。根据多视角的教育教学观察发现，大学生兼职常偏离学业本位，易形成价值迷乱和

行为失序，出现了失范现象并有欠于制度规范。在全面脱贫后，大学生兼职的社会产业情境和家庭经济

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兼职会随着社会经济总体特征的变化而出现新的现象和问题。大学生

兼职的近况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予以明确，以应对其社会失范及其潜在风险的需要。 
大学生兼职是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实践育人活动本身应该具有服务与学习的双重属性，且要使

二者之间取得内在的平衡，使高校与社会双方需求同时得以满足、实现双向共赢”[1]，对大学生兼职的

教育治理可以减弱和规避不良影响。但是，不论是相关研究的历史情况，还是近期研究动向，关于大学

生兼职均延续了正向规范的管理思路，以社会失范理论和教育治理理念为理论资源的交叉研究将与现有

研究思路形成互嵌，有利于对大学生兼职问题的反思性构建。为此，有必要结合调查研究的信息分析，

基于社会失范理论对大学生兼职问题进行规范。 

2. 大学生兼职的调查研究：以重庆市为主要调查区域 

大学生兼职已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对大学生职业社会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系列负面现

象相伴而生。根据观察研究和相关文献方向，重庆市夜间经济(餐饮、旅游相关产业)和周末休憩率(市民

周末消费额度和人数比率)较贵州、湖南、湖北等周边省更发达，间接地激发了大学生在课外时间(夜间、

周末)的兼职行为。由此，有必要特别关注重庆市大学生兼职现象并作为典型区域性案例，期以有助于大

学生兼职的规范，提升数量庞大的兼职大学生群体的教育治理效力。 

2.1. 调查目标和对象 

研判近期重庆市大学生兼职行为的总体情况，认知大学生兼职的基本特征，观察大学生兼职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分析“大学生兼职”与“大学生勤工助学”之间的异同，发掘对策建议的可行方向。根据

文献研究，比照全国大学生兼职的基本情况，总结大学生兼职行为及相关现象的异同，发现大学生兼职

的新变化、新动向。借鉴已有的大学生教育治理经验、勤工助学管理方法和大学生兼职相关的规范制度，

探索并提出适用于大学生兼职行为(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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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对象为重庆市大学生，重点关注有兼职经历的大学生。调查对象还包括：高校学生资助工

作人员、大学生监护人(家长)、兼职岗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高校安全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高校辅导员

(班导师)、学生社团负责人及社团干部、高校专任教师等。 

2.2. 调查方法及其实施 

在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大学生及其兼职环境的实际情况，设计出调

查问卷初稿，进行初步施测后，根据专家咨询建议对其进行统计计量、调研目标的修订。定稿问卷为 25
项调研题目，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兼职经历的分流选题、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大学生

兼职的行为、大学生兼职的心理、大学生兼职的制度、问卷有效性测伪题等。使用问卷调查法向被调查

者了解大学生兼职行为的相关情况，此外，调研人员(课题组成员)还使用预备好访谈框架、问题和程序，

向被访问者了解大学生兼职的相关情况，征询关于大学生兼职治理的相关意见。调查人员选择合适的兼

职行为(餐饮服务、礼仪服务、直播等)人作为调研对象，慎重考量并处理调研方法的伦理问题(被调研者

的知情权)并予以合理的处理，根据调查目的、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或借助录像设备，有计划地对处于自

然、半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记录。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线上平台进行调研，调研对象为大学

生群体，问卷调查发布的高校包括：普通本科院校、应用性本科院校、高职院校。收到问卷共 392 份，

根据有效性测伪题的辨识，剔除无效问卷 7 份，获得 385 份问卷的信息。 

2.3. 调查结果及分析 

2.3.1. 兼职经历及相关因素 
关于兼职经历的分流选题，用以判断受测者是否有兼职经历的情况：有兼职经历的数量为 339，无

兼职经历的数量为 46 (占比 11.9%)。根据无兼职经历者作答题的信息，与其他有兼职经历者的信息对比

发现，其中，无兼职经历者的年级为大一学生的数量较多，占比明显高于有兼职经历者。此外，无兼职

经历者，在“月生活费”、“家长对兼职的态度”、“兼职是否会影响学业”三个方面与有兼职经历者

并无明显区别，说明大学生兼职经历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学业进度——所在年级，入学时间越长兼职的可

能性就越大。 

2.3.2. 受测者的群体分布和基本特征 
受测人为“高职院校”的数量为 181、“本科院校”为 204，这与施测院校的类型(3 所高职院校、4

所本科院校)有关。受测人的年级分布占比情况为：“大一”的 4.1%、“大二”的 27.5%、“大三”31.3%、

“大四或其他学历”37.1%，兼职数量在二年级激增，三年级及之后有所增加但增量较小，这与大学生学

业时间配置和兼职心理倾向有关。 
有兼职经历学生的月生活费支出在“1000~1999 元”占比为 60.5%，关联“你兼职的主要目的是”的

选项数据可以判断：大多数兼职学生的主要动因已经不是贫困(月生活费支出在 1000 元以内的不足 30%)，
并且，家长对于大学生“做兼职的态度”表现得比较积极(选择“支持”的占比 74.0%)。在有兼职经历的

学生中性别为“女”的比例为 78.9%，明显超出概率数据。可能的原因包括：对线上问卷调查的支持态

度与性别有较大关联，即女学生更愿意支持教师的问卷调查；也可能是重庆市兼职岗位的性别比例的原

因，即重庆市大学生兼职岗位更需要女性学生，追溯其原因可能与重庆市夜间生活、旅游服务、餐饮习

惯、女性性别生态有关联。 

2.3.3. 大学生兼职行为 
受测大学生兼职地点既有在校外的(72.3%)，也有在校内的(27.7%)，校外的兼职者明显多于校内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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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校内兼职规模、人次不可忽视。受测者获得兼职信息的重要渠道为“老师或同学介绍”(选择频次 151，
占受测人次比 39.3%)、“网络”(选择频次 140，占受测人次比 36.5%)，大学生寻求兼职的渠道为“熟人”

或自行通过“网络”获取，呈现出渠道稳定性、安全性的两极分化。就受测者的兼职类型及其与其专业

的相关性而言，兼职类型多为“促销”(选择频次 121，占受测人次比 31.3%)、“餐饮服务”(选择频次

146，占受测人次比 38.0%)，且受测者对“兼职是否与专业相关”有明确判断——“不相关”(占比 70.8%)。
但是，占比超 90%的受测者认为兼职经历“会对以后的就业(创业)有帮助”的判断为“完全没有”的仅

占比 6.4%，说明大学生对兼职的收获期望和感受不限于专业学习的直观内容。受测者的兼职时段一般都

在“周末”(占比 29.5%)和寒暑假(占比 40.0%)。 
大学生短期兼职的行为因素主要是经济方面——“能兑现工资就行”，是否与学业有关，很多大学

生并不关心。兼职大学生的薪金的计量单位包括小时、半日、次(历时多为半日或一日)，因受访数量较小

且兼职岗位类型复杂，很难计算人均小时薪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兼职岗位的小时薪金均在 12 元以上，

校外兼职岗位的每小时薪金(不含路费和路上耗时)大于校内岗位。更重要的是，多数大学生表示：在经济

收入之外，通过兼职行为所获得的“社会经验”、所建立的“人脉”比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不少大

学生对侵权的理解仅仅是违法方面的，例如人身伤害、套路贷等，对于强制加班、性骚扰、辱骂等违规

行为的处理只能是消极的“没办法”。大学生校外兼职的侵权发生频次和类型较多，大学生的应对方法

较为贫乏，应对能力欠缺、应对态度消极。所有受访者都否认自己在兼职行为中存在道德越轨或违法行

为，这与问卷调查的数据有冲突，很可能与调查情境(访谈时的会面及难以匿名)有关，对于大学生道德越

轨、违法的情况的分析素材有限，有待参阅文献资料并期以在其他研究中予以深化。 

2.3.4. 大学生兼职心理 
受测者平均兼职时间每周“≥8 小时”的占比最大，几乎所有(占比 92.3%)受测者的最近一次的兼职

每小时收入都超过了 12 元(《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的要求)，多数受测者认为“当

兼职和上课时间冲突时”会“放弃兼职”(占比 86.4%)，大学生兼职的选择以学业为前提的。但是，就大

学生兼职的“主要目的”而言，47.5%的受测者选择了“赚取劳动收入”(选择频次 183)，选择“获得工

作经验”的仅有 4.3% (选择频次 17)，说明大学生兼职虽以学业为重，但未将兼职行为与学业发展相关联，

这既有主观因素，也存在兼职市场的客观原因。 
有兼职经历的受测者，最担心且保持防范的主要问题为“担心受骗”，占比 62.1%的受测者期望“打

击兼职骗局”。受测者表示，在兼职行为中存在少量的“道德越轨”(占比 1.6%)，该数据可能与受测者

的隐瞒有关，为此，关联其他选项的相关内容(逃课、性交易、欺骗等选项)可以判断：大学生兼职行为中

存在一定数量的道德越轨(主要表现逃课，频次 149，占受测人次比 38.7%)且存在被强迫(强制加班，频次

320，占受测人次比 83.7%)和被侵权(被欺骗，频次 132，占受测人次比 34.2%)的现象。 
有兼职经历的受测者，在评价兼职人际关系上，既有积极认同(认为是“师长”、“朋友”等)，但多

数表现得比较漠然(“各取所需”的选择频次为 134，占受测人次比为 34.9%)，甚至对兼职岗位负责人有

一定的消极情绪(认为是“剥削者”的选择频次 28，占受测人次比 7.3%)。兼职大学生的工作态度是积极

的，能够“很快上手”——经过短期培训或“有人带”的情况下能够独立承担岗位责任。所有兼职岗位

负责人都认可兼职大学生的工作态度和能力，但是，受访的多位负责人均表示大学生对我们提供兼职岗

位并没有多少感恩。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兼职岗位负责人将兼职岗位作为一种“机会”和“帮助”

进行处置，但是，大学生认为兼职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平等交易而“无需感恩”。 

2.3.5. 大学生兼职的相关制度 
根据重庆市大学生兼职的具体情况，对比前期文献研究的信息，大学生勤工助学在高校学生资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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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体系的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这些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供给。多数高

校对校外勤工助学的管理和支持几乎是空白的，于是，在问卷中表现出关于勤工助学的多种需求，各选

项的勾选率均超出了 50%。 
受测者对“校内兼职岗位”和“校内兼职薪金”的支持度较之其他选项偏低，结合“你的兼职地点

包括”的选项数据(校外 72.3%、校内 27.7%)，可以判断：大学生兼职的关注度度主要集中在校外。此外，

受测者对“奖学金”的关注度和期望值较低，可能与兼职学生的学业预期有关，但是，关于助学金有更

多的学生(占比有 21.4%的差距)支持，说明受测群体的心态有欠积极性且制度期望或依赖性较高。 
大学生校外兼职实际上属于自发行为，因管理困难、治理边界不清等问题，很多高校实际上处于管

理空白的状态，高校“加大对校外兼职的管理和监督，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兼职环境”[2]。较多的大学

生具有兼职经历且很多大学生因校外兼职的风险、困难而止步，校方应该对校外兼职的制度建设有所作

为。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有一定的助学作用，资助工作者的工作主动性有欠，仅仅是国家相关制度的被

动执行者。大学生校内兼职制度具化及实施一般都属于“照顾”性质，对家庭有经济困难的间接补助，

在学业相关性、人格成长、心理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较小。 

3. 大学生兼职的制度规范 

大学生兼职是其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实践活动，具有助学、育人、

职业社会化等多重教育效能。关于大学生勤工助学的制度规范主要关注了“校内”，对于校外大学生兼

职的制度规范实际上是不足的，在大学生兼职的价值取向、目的预期、社会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大

学生兼职的社会失范现象出现并泛化，亟需予以规范，合理制度规范对大学生兼职行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且有效。根据现行大学生兼职治理的一般做法是正向引导，受社会失范理论的启发，对于失范的矫治、

匡正和规范与正向引导一体两面而共襄于大学生的学业发展、职业社会化。 

3.1. 更新大学生教学管理制度 

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决定了学业的核心地位，引导大学生将兼职与学业有机结合，保障学业发展的前

提下获得兼职经济收益，强化“学生”角色、归复“学业”本位、把握“职业发展”方向。对于大学生

兼职的有效且易于识别的控制点在于兼职时长，长期兼职会对学业造成不良影响，“每周不要花大于 26 
h 的时间”[3]。参考大学生兼职的心理动机、行为模式等基本情况，根据现行大学课程体系的基本内容，

有必要将大学生勤工助学纳入短期实习课程进行制度化管理，与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课

程形成在学习时间段、学业时间轴全覆盖的大学生劳育课程体系。将大学生勤工助学的劳动行为与创新

创业教育相结合，促进大学生职业社会化。建立大学生兼职与专业发展相关性判断的量化制度，用以判

断兼职的学业相关性并作为兼职推介与否的依据。 

3.2. 建立失范的分类纠偏制度 

大学生兼职具有价值透支、行为偏离、措辞歧义等失范现象，需要对大学生兼职的失范进行标识，

利于及时发现并针对性地予以处置。根据大学生兼职的客观现象和教育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可以进行心

理失范、行为失范、话语失范的分类标识并纠偏。其一，各高校应通过主题讲座、班会、案例等形式或

途径，标识并处置大学生兼职的认知内容、价值取向和态度倾向判断等失范现象。其二，高校学生教育

工作者，需要根据高校性质、学生专业类型和具体的兼职情况，由任课教师、辅导员、学生干部等兼职

敏感群体搜集并标识兼职失范行为，对大学生兼职失范的具体情况进行纠偏。其三，大学生兼职与大学

生勤工助学一般未做区分，“在校大学生兼职(或勤工俭学)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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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家庭条件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大学生兼职的规范话语应为“大学生校外勤工助学”[4]。大学生兼职

的用语及其内涵的流动性反映了学界、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对大学生身份属性和职业发展状态的认知偏

差。学业在勤工助学的情境中容易被漠视而异化为“职业”，应该慎用或禁用“大学生兼职”，统一使

用“大学生勤工助学”。 

3.3. 完善大学生资助制度体系 

各类高校已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勤工助

学是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各高

校以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兜底，满足各省市高校家庭经济相对困难或(因病等)继发性家庭困难学生的

基本资助需求。通过奖学金和高薪勤工助学岗位优先保障品学兼优学生的生活费自由，促使更多学生由

“勤工助学薪金”的获取者向“奖学金”夺得者的发展，由“自助”而“自强”，达成资助育人。总体

上，突出奖学制度的学业引领性，优化助学制度的经济协同性。 

3.4. 修订勤工助学管理的制度 

现行国家及校本“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前提是具有较多数量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绝对数量和具体构成已经发生

了质的变化。高校现行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已有瑕疵和缺陷，有必要确认当前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新特

点和新需要后予以修订，更新大学生资助工作方法。建立适宜于各省市基本情况和校本需求的大学生勤

工助学指导意见，基于大学生兼职特征修订各高校的大学生勤工助学的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应该包括：

确定校外勤工助学管理的主体责任、设定明确的校外勤工助学的行为规范、具化常见失范行为罚则、设

定勤工助学的职业发展导向等。 

4. 结语 

大学生兼职以适度的劳动获得经济收入、人际感知、心性成长等方面的收益，能促进大学生的自立

自强、创业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能为其学业发展提供帮助。受经济利益的诱发，在大学生助学制

度薄弱或缺位的环境下，大学生兼职易出现失范现象。失范现象的处理需要多层面的教育治理，大学生

兼职的制度规范是处置失范现象的高效策略。有必要修订或建立科学的大学生校内外兼职相关制度，保

障大学生校内外兼职行为的规范而助益于学业的发展，进而“锻炼其人际交往能力，扩大学生接触面，

使其能进行自我激励以更好地适应社会”[5]，促进大学生职业社会化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以社

会失范理论为借鉴，根据大学生兼职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情境，强化制度的规范效力，对大学生兼职制度

规范效果进行进一步观察和调研，引导大学生兼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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