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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近些年热议的话题，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就业压力也日益凸显。面对这样的压力，很多

大学生还无法进行有效的转化和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就会造成心理压力和问题。这不仅会对个人造成心理伤害，甚

至可能会危及校园以及社会的安全。所以各大高校对大学生就业心理辅导的重视程度也开始提升希望通过正确的心理

引导和疏导，让大学生拥有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去面对这一问题，并勇敢解决。

（一）不够自信的自卑心理

形成自卑心理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每个学生的家庭条件和状况的不同。像是一些家境良好，父母教育水平比较高的

学生来说，他们相对会更加自信，对于学习和未来的生活，也会有憧憬和梦想。但是对于另一部分学生，可能家庭条

件并不好，父母受教育的水平也非常的低，这就导致这些寒门学子在跟其他学生在交流上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因为生

活的水平和层次以及眼界都是不一样的，会在无形之中拉开大家差距，给这些寒门学子的心理上带来压力和负担。

尤其是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在面试以及择业的时候，会更加的自信，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对

于寒门学子来说，他们在就业上则会显得更加自卑和不自信[1]。

（二）与自卑相反的自傲心理

如前文所说，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那么自傲心理则常常产生于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当

中。因为这些学生在同龄人当中，会更有条件去看到、听到、学到更多，所以在心理上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自满和过分

自信的心理情况，这也会导致他们对于自己有着过高的评价，看不清自身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在择业过程中有可能就

会出现眼高手低这样的情况，严重者会影响学业，甚至是引起学生之间的纠纷和矛盾。

尤其是在比较自卑和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面前，这样优越的条件和过分骄傲、自信的心理，会增加和扭曲这些

出身比较低微的学生的心理问题，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2]。

（三）矛盾与焦虑心理

如果说自卑和自傲心理是一对相反的心理问题，那么矛盾和焦虑就是一对相辅相成和共生的心理问题。

在面临就业问题时，大部分大学生会出现想要追求薪资、条件、待遇都比较好和高的工作，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

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得到社会及自己的肯定。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想要获得和实现这样的结果和目标，在前期以

及工作之中需要他们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也是这种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想法，造成了他们矛盾的心理理想

远大，但是不愿意正确看待自己的不足和劣势，也不愿意去多多的付出和劳动。

产生了矛盾心理之后，必然会引发焦虑心理。再加上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与社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比较少，信息

比较闭塞，这也导致他们无法正确地估计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在面试和就业问题上会遇到阻碍。这常常会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对于用人单位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环境跟在校园内所畅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差距比较大。二是在工作之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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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困难和阻碍，是之前从未遇到，并做过预想和准备的。

一旦大学生在毕业后的就业中产生这样的焦虑心理，就会令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产生负面影响，并且

会引发矛盾心理[3]。

（四）受挫能力差

如图1所示，这是大部分中国式父母在养育和教育子女时的模式，这也是导致很多大学生仍未拥有独立和健全的
人格的主要原因。中国式的父母总认为孩子还小，会对他们进行过分的溺爱和宠爱，即使已经过了依靠父母的年纪，

但仍有部分家长会无意识的阻碍孩子的独立成长，这也是导致当代大学生在工作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中受挫能力弱，

一遇到问题就退缩这样的情况发生。

再加上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技能培养，这让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和择业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自身的

怀疑。所以学校在进行心理问题指导和分析的时候，也要注重学生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坚强韧性的培养[4]。

（一）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延长个别大学生休学创业时间，鼓励创业

面对当前较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国家以及相关部门应该不断扩大就业市场，优化就业结构和模式，增加大

学生就业的岗位和机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缓解他们的就业压力。

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因素进行实际分析，并提供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措施。建立健全就业指导

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在增加就业市场的同时，国家也可以延长个别大学生休学创业的时间，鼓励他们创业，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

他们充分的支持。通过大学生创业这样的形式，增加市场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也为其他大学生提供模范和榜样的

版本，鼓励他们也自己创业，在市场中展现自己的自身价值，创造经济效益[5]。

（二）高校改革，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人才

面对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条件，各大高校应该进行调整和改革。传统的教育和培养模式相对于单一就是知识

的传递，对于学生的能力，心理等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所以高校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模式的改变上，增加学生的

技能培养，并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对于他们的心理情况要进行关注和了解。学校也要不断去与社会接轨，了解现

在的社会发展情况，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通过对于整体方向和趋势的把握，再对教师的教学上提出方向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发展的

优秀大学生。学校还应该注重学生的道德素质培养。通过思想道德的提升，也能够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适应社会变

化的能力[6]。

（三）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随着教育形势的改变，我国高校虽然已经意识到大学生就业心理指导和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并为此开展和设置有

关活动和部门机构。但是在建设中仍旧不够完善和具有体系，导致高校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服务不够到位，不能够

积极准确的为当代大学生的就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环境。目前高校对于大学生就业指导多为招聘会这类形式的解决方

法，很少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建设和个性化需求进行了解。

有的学校虽然设置了专门的心理问题咨询室，但是对于学校的大学生而言，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任何的实际作

用。这就体现出高校在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这方面不够重视，工作做的也不够细致，不能够深入和彻底的去进行分析和

解决。所以各大高校应该要在本校内建立完善健全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多种多样的就

业选择和专业的心理疏导，帮助大学生减轻就业压力，减少因为就业压力过大而导致的心理问题。在这里要强调高校

对于心理辅导的重要性，高校及教师应该要重视并积极地去实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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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协作

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够只依靠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学校和教师的努力。作为父母要加强和孩子之间

的交流沟通，倾听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就业上有哪些压力和负担。并在他们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上，要提供足够的空间

和尊重。不要过分干预孩子的选择，也不要完全放任孩子的选择，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尺度，对于孩

子未来的方向要有一个整体的引导，但是在细节问题上不要去进行过多的干涉。

当孩子在学业和就业上遇到问题，想要对父母进行求助和寻求解决方法时，要有耐心去倾听孩子的问题，并为他

做出分析，给予一些解决的方法，让他们去进行自主的选择。可以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工作经验为子女们提供比较

有用的建议，特别是在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中，应该给子女提供更多的帮助和精神支持，鼓励他们进行自主创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就业心理。这样良好的心理状

态，也有利于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坚强，不易被挫折打败[8]。

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独有的挑战和机遇，作为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眼界和应对变化的能力。对于未

来的生活要充满希望和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和劳动。在面对就业压力时，要保持一个健康、愉悦、放松的心理

状态，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于未来的生活也是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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