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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不足，当下越来越多的高职毕业生就业不积极，形成了慢就业懒

就业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促使他们能够从容淡定地步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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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is insufficient, with more and more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are not active in employment at present, forming a phenomenon of slow and lazy 

employ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ping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m to enter society cal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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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今年将有909

万高校毕业生，较之往年增加了35万人，

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

毕业后能否顺利就业，已成为全社会普

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学生就业难既有

社会原因、政策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

的原因。高职院校应多项并举，积极响

应各地政策，促进大学生主动就业。 

1 当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现

状问题 

1.1“慢就业”——“懒就业”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是“一

毕业就工作”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投入

到“慢就业”的大军中，享受悠闲的毕

业生活。“慢就业”现象 早在国外出现，

大学生在毕业后不急于求职和求学，而

是让自己暂时处于待定状态，外出游行，

创业考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等。我

国“慢就业”的形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对学生生涯“内卷”压力的释放。“慢就

业”中有部分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

错后了就业时间，虽然会导致就业市场

的结构性失衡，但属于有计划有方向的

在就业的道路上前进并未停滞，属于主

动“慢就业”。还有一部分属于被动“慢

就业”，随着高校毕业生持续创新高并且

疫情使得很多用人单位缩减了招录计

划，在这样的压力下，学生遭受求职碰

壁很容易产生消极就业心态，对待就业

拖沓，甚至逃避就业，被动出现“慢就

业”的行为。这类型学生在闲散当中容

易滋生出好逸恶劳的怠惰心理，并对再

次投入社会工作产生畏惧心理，导致“懒

就业”。 

1.2职业认知迷茫 

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学生同属于

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素质人才，两者本应

在各自领域发挥长处，然而大部分高职

院校在培养过程中渐渐模糊了定位，不

断趋向于本科教育模式，侧重理论教

学，实践课程和社会实践机会减少，实

践能力不足，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在求职

过程中没有核心竞争力，面对就业无法

适从。除此之外包办代替式的家庭养育

环境，使得很多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定位

并不清晰，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没

有意识和习惯对自己进行合理的职业

规划。还有一些大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并

未真正了解专业内容，也没有从个人爱

好和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导致毕业时

无所适从。 

1.3就业动机功利 

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化不断深入、

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等因素导致传统

的就业方式和就业选择发生了巨大变

化。新媒体时代使得很多学生看到了经

济的快速发展，并深深影响了学生的就

业观。不少媒体人为了吸引流量和放大

曝光率，扭曲事实，新媒体传播缺乏有

效监管。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家庭收入逐渐提高，越来越优渥的家庭

环境降低了学生一毕业就就业的必要

性。很多学生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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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稳定长期的“铁饭碗”工作，加之我

国当前“内卷”现象的显现，一些家长

认为专科学生在社会中获得的就业信息

含金量偏低，因此愿意并支持学生在家

里等待就业机会。 

1.4就业指导评价片面 

高职院校争相攀高就业率，把单

纯追求就业率作为评价依据显然不够

科学，容易导致“假就业”的情况，

会让学生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去择

业就业。 

2 解决“慢”“懒”就业对策 

2.1前置职业规划 

大学期间的职业生涯规划应从大三

前置到入学初期，这其中包含了三个层

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自己，总结自己

的兴趣爱好以及特色，完成自我定位。

第二个层次是自我培养，根据自我定位

规划自己的成长路线，实现自我积累。

第三个层次是自我成就，对接社会需求，

找准方向用专业的技能素养投入到社会

中。由此可见职业规划应贯穿在整个大

学期间，从大一开始引导和培养学生开

展职业生涯规划，调动学生的自身动力，

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有目标的实现自我成长， 后实现精准

求职上岗。 

2.2夯实学业规划 

制定合理科学的学业规划是就业前

的重要保障，大学生刚结束了学习高度

紧张的高中时代，初入大学，没有社会

经验，对所学专业了解不深刻，对未来

充满幻想，重心脱离学业，不知所学为

何，很多学生到毕业前发现自己的专业

知识薄弱，无法满足自己的理想岗位，

有的花费资金和精力进行二次培训，有

的则被迫放弃理想职业。因此在入学初

期就要带学生做好学业规划，清楚专业

发展，明晰课程阶段与知识结构，在明

确职业生涯规划的前提下强化学生学业

获得感，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2.3开展新媒体就业观教育 

新媒体对95后的文化输出以及价值

观的引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高校就

业观的引导应与时俱进，新媒体具有时

效快范围广的特性，可以适时开展就业

观引导教育。开展多媒体教育时，应根

据当代大学生的特性与喜好，用简洁直

观的短视频互动的方式，分析社会就业

现况，分享真实案例，真实且多样化的

开展就业观教育。 

2.4综合评价高校就业指导工作 

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不应该单以

就业率来作为评判标准，片面的评判标

准会导致工作的形式化。高职院校的目

的是培养高素质技能类人才，不应只追

求就业，还要向“高素质”看齐，应纵

深考核就业指导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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