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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认知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该理论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积极意义。以某高职院校轨道交通类

专业的一名大三年级贫困学生为例，针对其存在就业认知及就业观念不合理的问题，运用认知行为理论

进行个案介入。通过对该具体案例的分析，呈现出在认知行为理论指导下，对大学生非理性的就业观进

行调整和纠偏所取得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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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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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o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guidance. Taking a poor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rail 
transit in a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in view of the unreasonable problems of employment 
cognition and employment concept, the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was used to make a case inter-
ven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specific case, it show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adjusting and 
correcting the irrational employment view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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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事关个人发展、牵系家庭幸福，更涉及到社会

的和谐稳定。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据教育部统计，2022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千万

人，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就业形势。有学者提出，大学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环境中承受

了巨大的压力，心理障碍问题和心理疾病高发现象愈加突出(蔡伟，2017)；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目前，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就业心理压力

过大导致的紧张焦虑情绪和退缩回避行为；同时，从个体方面分析，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是否产生心理压

力取决于个体对毕业就业的认知；毕业生认知偏差是就业心理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金雪，张莉，2021)。 
本文拟通过一项个案来展开讨论。个案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有其特殊性之外，还源于其具备的重要社

会性意义。个案不仅是对具体及环境的客观呈现，同时为相关事实获得概括性认识奠定基础。大学生就

业心理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既有个人层面的因素，同时还与家庭、学校、社会层面息息相关，这四种

因素相互作用，绘就出微观与宏观交织的社会场景。从宏观角度看，该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

从微观角度看，该个案有其独特性，同时它也是宏观问题之下的一个缩影。要对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有

更为深刻的认知，从个案着手进行分析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本文聚焦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拟选取一

项个案进行具体问题的呈现，并运用相关理论作为指导进行个案介入。 

2. 案例概述 

小张(化名)，男，某高职院校轨道交通类专业大三学生，来自广西百色市那坡县，是一名经学校认定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是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该生身材较为瘦小，平日不善言谈，较为封闭，很少

与同学交流互动，大部分时间属于独处状态。从大一到大三，他在班级中的各方面表现不突出，在班级

中存在感不强，处于边缘化；大二期间有过挂科，目前还在重修中。进入大三学年，面向该专业的国家

铁路局分公司来校招聘，小张也相继参与了面试但都未获录取。小张现在的就业心理很焦虑，同时也陷

入求职的迷茫之中，不知接下来该如何准备。 
小张找到辅导员讲述自己目前求职应聘遭遇的困境以及自我的心理困惑。首先，小张认为自己的家

庭经济条件不好，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希望能够找一份稳定且薪资较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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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轻家里负担，所以他一心考虑诸如各铁路分公司的国企；此外，小张学习的是铁道机车专业，认为

如果不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那这三年的专业学习就白费了，因此，面对民营企业的招聘，他未投出一

份简历。但同时，小张又面临着内心的挣扎：他渴望尽快就业，但自己学业还存在挂科，这给他的应聘

造成了影响；此外，他十分羡慕身边家庭经济条件优越、拥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同学，对比自己家庭经济

拮据、自身条件不足的情况，他丧失了就业信心。想到如果毕业后自己还未找到理想的工作，该如何向

父母交待，又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便陷入高度焦虑中，以致于晚上经常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容易惊

醒是他目前的状态。 

3. 理论视角的选取及其与案例的关联性 

(一) 认知行为理论的基本观点 
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从不同的理论路径进入到社会工作领域，两者在发展过程不断交融，并随着实

践及发展的纵深需要趋于相互之间的整合；研究者们发现，两种方法的整合能够补充各自理论上的不足

与缺失，因而形成认知行为理论。 
其中，行为治疗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行为能够习得、界定和改变，通过教导个体改变某些

行为可以使之情绪得以转变，进而解决其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认知治疗则来源于认知理论，贝克和艾

利斯是创立认知治疗具体模式的代表人物。贝克在其《认知治疗和情绪困扰》一书中提出，心理问题是

在错误的前提下对现实误解的结果，个体的情感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所决定。

艾利斯创立了理性情绪治疗方法，其提出的 ABC 理论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障碍是由于个体对某一客观

事件的不正确认知和评价所引起的信念导致的结果(何雪松，2017)。 
认知行为理论作为上述两种方法的整合，认为不良情绪和行为的产生源于个体的不良认知，主张通

过调整非理性认知，改变个体的信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在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的相互作用下改变

不良情绪和行为，实现良好的干预成效。 
本文尝试运用认知行为理论中的 ABC 人格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具体指导个案的应用。ABC 人格理

论提出：A 作为一个事实、事件或是一个个体其行为或态度的客观存在，B 为个体关于 A 的信念，C 是

个体的情绪和行为的结果或反应；B (个体关于 A 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C (情绪反应)；如果进行干

预，D (质疑不合理的信念)则产生，进而推动 E (新的信念)产生，由此出现新的情感或结果(何雪松，2017)。 
(二) 认知行为理论与个案的关联性 
认知行为理论是对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的综融理解和实践，大量的经验及数据证明，它在应对不同

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上是行之有效的，其通过结构化的方式干预个人的行为或认知，从而帮助个体实现个

人层面的改变(何雪松，2017)。 
结合当今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国内外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剧烈冲击，致使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的现状，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在新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且值得关注，而共性之下，不同的个体存在着各

异的情况及问题。基于此，运用该理论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

个体教导其改变不合理的认知，帮助其在合理的认知和行为中建立起良性的循环，以纾解个人在就业方

面所面临的心理困境。 
根据上述个案能够发现，案主小张所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不合理的就业观念所致，因此，

适用于运用认知行为理论中的 ABC 人格理论进行介入。 

4. 认知行为理论下的个案介入 

针对案例中小张的基本情况分析，小张目前遇到的就业心理问题主要由于其个人非理性的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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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目前求职屡次受挫。因此，以认知行为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学校社会工作的个案介入，旨在通过

纠正其不合理的就业观念，来帮助其调整后期求职应聘的准备工作和行动。 
(一) 接案 
“接案”是社会工作者同服务对象在初次接触中所进行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具体来说，前者就自身

的角色进行阐明，同时就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了解并展开沟通，以此为专业关系的建立与否做评估和准

备。小张在遭遇就业心理问题困扰时主动找到辅导员倾诉及寻求帮助，从服务对象的来源这一角度来看，

小张是一名主动求助的服务对象，要善于发现案主积极的一面。在此阶段中，学校社会工作者需要把握

好的核心工作是：通过会谈来收集资料，有效掌握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如思想、学习、生活、交际等)，
了解其目前面临的困扰和问题，倾听其心声，对服务对象所描述的情况进行初步预估，并能初步界定服

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以尊重、接纳、倾听的会谈技巧来增进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感，以建立

起专业关系。 
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者在与学生小张会谈过程中，首先，肯定其主动求助的勇气，并以真诚、关切

的态度鼓励其敞开心扉，引导其说出自己目前面临的困境和自我的诉求，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基础。小张

在此表达了自己的需要，即希望得到就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获得心理方面的疏导，以期尽快实现

成功就业。在初步的接触与沟通中，双方的专业关系由此建立。 
(二) 预估 
“预估”是继社会工作者同服务对象确立专业关系之后开展的第二步工作，旨在为下一步的介入做

科学计划。社会工作者通过收集所有有关服务对象的资料并认定问题，使得该过程成为具有意义的专业

实践活动。在该环节中，笔者通过询问的方式，对服务对象小张的个人资料和环境资料进行了进一步收

集，掌握了较为详细的信息。 
针对服务对象的具体资料分析：第一，个人资料方面，服务对象想解决问题的动机较为强烈，渴望

尽快在求职应聘中获得成功；然而，服务对象在自我认知中存在不合理信念，认为“自不如人”；此外，

其个人的情绪管控能力较差，情绪情感容易受到事件影响而产生波动，也因此在近期出现失眠、焦虑的

心理问题；另外，对于就业问题，小张未能客观分析自身条件与用人单位需求的匹配度，坚持“非铁路

局分公司不去”的就业观。第二，环境资料方面，服务对象的家庭经济情况较为困难，母亲失明，父亲

靠打零工维持家庭的运转，小张平常与父母的沟通交流较少；该家庭与亲戚间的往来较少，没有其它社

会资源的支持；小张在校期间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年来获得国家助学金的资助，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综合上述资料分析，形成对服务对象小张的情况预估：该服务对象来自经济困难家庭，属于学校特

殊学生群体中的一员；服务对象目前面临着求职应聘多次被拒的问题，其个人也因此受到困扰，以至产

生诸如过度焦虑等心理问题；然而，其求职失败的原因除了有成绩有挂科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

案主其存在着不合理的就业观念，没有客观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未能及时调整求职策略，以致于“屡

试屡败”。为此，在接下来的介入过程中，拟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理论来对其进行就业观念进行纠偏，帮

助其树立正确的就业和择业观念，以达到成功就业的目的。 
(三) 计划 
“计划”是为下一步的介入行动做准备，是介入行动的蓝图；它包括制定目标以及为了达到既定目

标所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在制定服务计划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有意识地调动起服务对象的潜能，激

发其主动参与及改变的决心，以达到助人自助；同时，有意识地将认知行为理论在该过程加以运用。与

服务对象小张共同讨论、制定计划的过程，也是帮助其对不正确的就业观念进行识别、纠正的过程。 
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小张梳理其目前的状况，并引导他在纸上逐条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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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他再思考：1) 自己目前的就业现状是怎样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2) 暂时出现的这些就业问

题，作为具有能动性的我，哪些方面是自我需要调整的？哪些客观因素是暂时不能改变的？3) 客观分析

自身情况和环境资源(就业形势、用人单位、家庭及社会资源等)，并思考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与单位用人需

求的匹配度。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引导，小张在该阶段首先能较为客观地进行自我和环境的评估，他认识到：1) 自

身存在外在条件的劣势(身材瘦小)还有挂科，这两个客观因素未达到铁路局分工司提出的要求，求职匹配

度不高；2) 自己的家庭也没有额外的社会资源可以支持自己，自身可利用的外在资源就是老师、同学和

学校；同时，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不允许自己在就业上有所耽搁；3) 就业形势较为严峻，铁路分公司向

学校招聘对口专业学生的数量有所减少。就此，笔者适时地针对小张“非铁路局不去”的就业观进行了

纠偏。小张通过自我评估和环境分析，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原先在认识上的偏颇导致在求职行动上的失误，

以致于错失了其它的应聘机会。但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不忘利用优势视角对小张进行优势的挖掘。小

张目前虽然有挂科(英语)，但其专业课基础扎实、动手能力较为突出，因此，鼓励小张树立自信，力争通

过英语重修考试，并引导其在就业策略上进行调整，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把就业目光从原来的铁路局

分公司拓展到机械加工类企业。双方在制定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于是形成以下目标(如表 1)： 
 

Table 1. Goal-setting Schedule 
表 1. 目标设定计划表 

短期目标 
1) 通过本学期的英语重修考试； 
2) 提升个人抗压能力，掌握调整心态的技巧和办法； 
3) 加强面试技巧的训练，着重于自身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 

长期目标 
1) 制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2) 培养个人的社交能力，逐渐建立其自身的社会资源和网络； 
3) 培养个人调控管理情绪的能力。 

 
(四) 介入 
“介入”是社会工作计划的实施过程，具体包括社会工作实施、干预、行动、执行和改变这五个环

节，是社会工作者助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专业助人知识、方法

和技巧帮助服务对象朝着既定目标去实践。结合小张的具体情况，主要采用直接与间接介入相结合的方

法来协助其展开行动。 
1) 直接介入 
第一，通过指导小张制定具体的日常学习生活计划来帮助其落实学业任务，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的

提升；定期交流学习情况，帮助其形成自我总结、反思的习惯；对其英语重修课学习的情况进行关注并

给予学习方法上的指导； 
第二，以认知行为理论为指导，引导小张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帮助其发现自身存在的不

合理信念(对自我、对家庭、对就业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树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困难和挑战，

同时以此应对不良情绪的挑战；以优势视角积极挖掘小张的优点和长处，适时给予鼓励，帮助其树立自

信心； 
第三，给予小张专门的面试技巧指导，进行一对一的模拟训练，从而提升其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的

提升；并从中给其提供招聘信息供其参考，培养其自决能力。此外，指导其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目标，制

定目标的过程帮助其进行正确认知观念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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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间接介入 
第一，通过组织开展相关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的讲座和主题班会，让小张获得更为全面的信息，帮

助其做好求职应聘的充分准备。 
第二，组织和引导班级干部和舍友对小张进行日常的关心和帮助，给其提供情感上有效的支持，帮

助其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及社会功能。 
(五) 评估 
“评估”是确定目的和目标是否实现的重要手段，它考查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预

期目的与目标。为此，社会工作者对原先制定的目标和介入后的情况做了对比，由此得出评估结果：介

入有效。具体情况如表 2： 
 

Table 2. Go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form  
表 2. 目标达成评估表 

前期制定的目标 介入后的达成情况 

通过本学期的英语重修考试 通过考试 

提升个人抗压能力，掌握调整心态的技巧和办法 案主表明其个人的抗压能力有所提高，能够较为积极 
的面对目前的就业压力和困难 

加强面试技巧的训练，着重于自身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 掌握了相关面试技巧，在模拟训练中得到加强；口语 
表达能力有明显提高 

制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 

培养个人的社交能力，逐渐建立其自身的社会资源和网络 与班级同学的交流增多，班级归属感增强 

培养个人调控管理情绪的能力 能够适时地调整个人不良情绪 

 
(六) 结案 
通过上述的社会工作专业助人办法的介入，服务对象小张如今能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并能够正

视目前暂时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与困难，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在情绪管理方面，能够有效管控不良情绪，

如果超出自我调适的能力范围，懂得寻求他人的帮助。因此，可以进入结案阶段。社会工作者在该阶段

需要与服务对象共同回顾工作过程，并强化服务对象已有的改变，对其表达积极支持的态度。在该个案

中，小张主动提出结案，并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积极态度。 

5. 结论与讨论 

以认知行为理论为指导，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小张就业心理问题的个案中，扮演了指导者、教育者的

角色；通过预估、计划的前期铺垫，在介入过程中引导该同学认识到自身不合理的就业观念，从而帮助

其转变原本存有偏差的就业认知，进而调整自身的就业行动。案例中的小张，最终因就业观的改变重塑

了就业信心，树立起求职过程中应对困难的积极心态，提升了求职应聘的行动力。通过该个案介入，也

印证了认知行为理论在学校社会工作中针对个人存有不合理信念方面的有效应用。 
由此以小见大可知，认知行为理论能够帮助大学生端正自我认知，进而促进正确就业观的形成；同

时，该理论的运用有利于帮助学生调适就业心态，提升该群体的耐挫能力和抗压能力，在面对暂时的就

业压力和求职挫折时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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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理论在上述个案的实际运用中如同一把钥匙，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案主在就业认知方面的问

题，进而促使案主在认知和行动上建立起一系列新的、积极的良性循环，体现了该理论在回应不同情绪

和行为问题上的有效性。虽然该个案的呈现仅为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中的一个横切面，但同时也是共性

问题之下具体实例的生动写照，它为认知行为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检验的平台，丰富了该理论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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