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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数量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并且随着进入后疫情时代，由于

招聘方式受限、学校防控封校等诸多因素，部分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心理上会出现焦虑、自卑、迷茫等倾

向，甚至因招聘受挫而出现负面行为。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对后疫情时代下高职学生就业心理分析与

调整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理问题进行正确的引导，让学生

找寻到正确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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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ment problems and prominent 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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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contradictions among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As we enter the post pandemic era,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imited recruitment methods and school lockdowns, some vocational col-
lege graduates may experience anxiety, inferiority complex, confusion, and even negative beha-
vior due to recruitment setback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psy-
chological analysis and adjust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n the post pan-
demic era,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correct guidance for the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help them find the correct sel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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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改变，其中包括了受疫情影响较为深远的大学生群

体。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在疫情中经历了诸多挑战(韩露函，2022)。近年来，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加剧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大学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和非常频繁的就业问题。随着互联网在就业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上

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就业信息，这给大学生带来了心理困惑，从而引发了各种心理问题。而就业心理素质

对人的发展影响巨大，良好的职业心理素质能够帮助劳动者合理择业、成功择业以及适应职业发展(黎奇，

2015)。因此，针对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心理问题，制定相应的实用性措施成为了解决当前严峻就

业形势的新课题。 

2. 后疫情时代高校大学生就业背景 

(一) 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研究理论背景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截止到 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59.6%，标志着我

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时代。教育的大众化是的高校招生范围逐年扩大，这使得搞笑毕业生人数

逐年增长。从教育部发布数据来看，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是呈上涨的趋势：2021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 209
万，在两年后的 2023 年直接有了 249 万的增长，人数飙升至 1158 万。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

结构调整升级，经济社会的迅速地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也就对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很突出，这使得大学生就业竞争变得日益

紧张，也无形中增加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从而造成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日益凸显。而大学生正处

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赵春珍，2020)。因此，这些心理

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积极参与就业，也会影响到大学生自身未来职业的发展和身心健康。因此

探寻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的就业心理以促进大学毕业生实现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是

当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 当下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 
近年来，“最难毕业季”已成为网络热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慢就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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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夏利波，2022)。在后疫情时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第一次考试失利的情况下，部分毕业生二次报考研究生、公务员，从而逃避就业 
后疫情时代，民营经济受到冲击，导致许多应届毕业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方面，他们选择报考

研究生，通过提升学历以增加未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或者选择报考公务员，争考取稳定的编制。另一

方面，一些考研、考公和考编的学生在首次考试失败后决定继续待业，在家备考，为“二战”做准备。

毕业生脱产备考的现象表明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它可能意味着他们对家庭和校园无忧生活的留

恋，不愿意步入职场，不愿意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表明他们对研究生、公务员和编制岗位以

外的就业方向持有完全抗拒的态度，暂时选择间歇性“躺平”。 
2) 部分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 
当前，许多大学生对就业抱有过高的理想化期望，却缺乏积极主动的态度，缺乏对主流发展的意识

(张星，2022)。他们对国内外的就业现状和经济发展缺乏关注，未能将个人的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实践相结合。与过去相比，在求职目的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个人的发展往往与国家的发展紧密

联 系，人才优势一般往祖国需要的第一线集中，追求实现人生远大理想，但是，受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

部分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好高骛远，缺乏全局性和人生定位，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和物质享受，有较强

的利己性和功利化色彩(孙宁，2022)。根据报道，刚刚步入社会的应届大学生中，大多数选择前往一线省

会城市，尤其是经济和科技发展较好的大中型城市，而将二三线城市和地区作为备选方案。这导致了发

达城市或地区人才过多积聚、就业竞争激烈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过度追求专业对口也导致了毕业

生就业错位的情况。大部分大学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和个人未来缺乏全面的认知和提前的规划。营企业

作为就业去向。有学者对 2021 年 6~8 月的大学生就业状况进行过调查，发现毕业生期待薪酬与实际薪酬

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就业期待位次出现明显下降(李涛，孙煖，邬志辉，2022)，由于理想薪

资与现实差距过大，有些毕业生宁愿待业也不愿就业。 
正如上面所说，高校毕业生人数在急剧增长，大学生对就业指导的需求急剧增强，然而国家高校的

就业指导工作仍处在发展待完善阶段，就业指导尤其是心理指导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出现“供不

应求”的不平衡现象。目前，高校就业心理指导应向科学化、专业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大学生就业

的跟踪调查也须向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向完善。另外，企业单位与高校毕业生之间并非直接交流，而是

以互联网或高杠作为信息传播的中间媒介，传播主体的增多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逐渐降低，从

而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从目前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发展情况来看，就业心理指导工作所占比重还比

较低，部分院校甚至还未开设就业心理指导课程。在开设就业指导工作课程的高校里，相关指导部门的

专业性也不强，他们开展工作的目的往往是执行政策，并且只关注就业数据、并不重视学生就业心理指

导以及就业的实际情况，工作也只是以问答的形式开展，与学生的沟通不够深入，导致指导效率非常低。

这种方案得出的就业心理诊断结果实用性弱，并不能解决就业中的实际心理问题。 

3. 后疫情时代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成因 

(一) 客观社会原因 
一方面，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不平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

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供需不匹配日益凸显，结构性矛盾加深。另一方面，在于招聘单位

的歧视性观念延续闭。社会对高职学生贴上了能力低、知识水平弱等标签，部分招聘单位在招聘考察时

注重学历，忽视技能，从而造成高职毕业生就业困难。最后，由于当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分

布，注重个人发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关注外在价值的创造具有内外动机并存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

职业价值观过于理想化，重个人轻社会、美感与创新不足的消极表现。因此当前大学生需要树立正确的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8416


尹艳阳 
 

 

DOI: 10.12677/ap.2023.138416 3320 心理学进展 
 

就业价值观(陈飞，陈晓婷，陈钰欣，2021)。 
(二) 从众心理 
本科高校的课程强度并不大，且难度较低，部分学生认为毕业无压力，得过且过，以应付的态度面

对上课与考试，对职业规划课程不以为然，未使用科学且有效的职业规划工具。后疫情时代的毕业季，

学生通常会下意识地去关注同寝室室友或朋友的职业选择，出现盲目跟风和从众选择职业的情况。加上

研究生扩招，导致更多学生抱有轻松上岸的心理，热衷考研。 
(三) 封闭式管理使企业难以近距离接触学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许多企业都会在线上招聘，根据毕业生求职的关注点，如工资待遇、假期等事项

制作招聘文案并进行宣传，但往往过于笼统，对具体实习期底薪、绩效、转正后“五险一金”，未来发

展渠道、晋升规则的描述含糊，线上招聘咨询时间受限，使高职学生易做出非理性决策。 

4. 后疫情时代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解决对策 

(一)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积极就业心理培养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对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疏导，一旦大学生对就业产生严重心理负担，

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就业前景，甚至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胁(明丽娟，石玉荣，宋松等，2019)。
高校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学生的就业心理健康教育，严格认真落实“一把手”工程，学校党委

领导班子应将毕业生就业心理摆到重要议事日程。高等院校要积极促进就业指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多级

联动与相互渗透。在心理教育课程中，要着重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的讲解，通过专业化的方式，提升学

生心理知识储备与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另外，在就业课程中，要加入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学生心理困

境研判，从而及早做好心理准备。高校还要不断完善心理咨询部门的建设，重视强化心理健康教育队伍

的育人能力，使其能够准确把握毕业生的心理问题，实现“一对一”的辅导、疏导和指导，让学生调整

就业期望，从而克服心理困惑。另外，在教学模式上，要协同创新，采用课堂内外相结合的方式，校园

内外相结合的方式，甚至采用境内境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国际资源为

人才培养服务(刘英，高广君，2011)。  
(二) 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就业心态 
在青年学生个人成长过程中，在大学阶段才有机会受到相对完整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张天华，柴伟强，

2020)。积极心理学采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解决问题，重点关注人的价值和优点，倡导培养积极的情绪，

从而帮助人们追求自身的健康和幸福。采用积极心理学视角激发就业积极性、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就业

信息，是解决就业心理问题的重要方式。在多元化的社会模式背景下，大学生的职业动机涵盖成就动机、

亲和动机、权利动机、能力动机等多个方面(赵海莹，骆雁南，2015)对大学生积极就业心态的培养从两个

方面来进行，一是学校课堂作为主阵地，学校可以在每年的毕业季开展就业心理指导课程，帮助大学生寻

找适合的就业方向、树立适宜的就业目标、培养正确的就业观念，从而减轻就业心理负担。在课程实施过

程中，要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创建和谐的课堂氛围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逐步意识到就业的幸

福感。二是将课外活动作为副阵地，通过开展丰富的就业教育活动来间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参与积极性，

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增强就业自信心。在组织课外活动时，尽量从实际出发，注重大学生的兴趣

值和体验度，这样才能达到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目标。例如举办线上职业生涯人物访谈活动，帮助学生了

解相关行业领域里的专家，建立起大学生与职场沟通的桥梁，明确当前人才市场对大学生就业的要求，以

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与完善，从而坦然面对就业压力，适应社会的就业环境。 
(三) 多措并举，优化就业环境 
充分就业是满足高校学生实现就业愿景的需要也是保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社会各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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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进，共同优化就业环境，全方位提高就业支持。高校大学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做好大学生的就

业工作，对当下的就业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学生就业心理困境大多集中表现在难就业上，要想更加

有效地调适这部分群体的心理问题，就需要保障毕业生充分就业，完善社会化就业机制。政府各有关部

门要持续加强校园和网络招聘的建设，制定更多地区优惠性就业政策，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

让大学生可以有多地区选择而不局限热门区域，同时要推动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地，真正消除高校学生就

业的后顾之忧。新冠疫情以来，“互联网 + 就业”模式已经被广泛使用(朱静，2021)。要在就业招聘中

及时引入新技术、新手段，如部分高校已运用元宇宙技术、数字新技术助力学生就业，让学生可以快速

便捷地参与招聘，极大地提高了就业质量与效率。就业信息是否畅通决定着成功就业的概率，政府部门

或高校应完善和健全就业信息服务工作，搭建一个直接、安全、有效的联系沟通平台，实现“一条龙”

“一站式”的就业服务。 
综上所述，高校大学生是就业工作中的重点群体，在新形势下，大学生群体的就业之路变得严峻复

杂，由此产生了各类心理困境，进一步成为影响高校大学生身体健康和就业发展的实际问题。面对心理

问题的挑战，无论是个人、学校还是社会，都应把握关键阶段、抓住关键问题、实施关键举措，切实帮

助大学生解决就业心理问题，从而促进心理健康素质与高质量就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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