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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研究生目前就业方面出现的误区加以分析，找出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并提出行之

有效的就业渠道和方法，以期提高研究生就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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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研究生招生录取规模的不断扩大和

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凸显，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严格控制

特大城市人口[1]，使得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工作的想法破灭，

随之选择二三线城市的学生逐渐增多。学生的心理落差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增多[2-8]，

这些不得不引起相关部门，特别是教育培养干部的高度重视。控制风险、加强危机意识、把

学生的就业与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责任紧密相关，这些都成为了教育培养干部义不容辞的义

务，而不能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轻视想法。如何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成功率势在必行，如

何教育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未来工作定位、培养良好的就业心态势在必行。本文根据工作中

积累的一些学生就业方面的误区做一些简单的探讨，并对这些问题做一些分析，期待可以对

学生的未来就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学生就业中的心理误区 

学生报考研究生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真正喜欢科研、热爱科研、并且以后决

定以科研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追求的；第二类是本科或者硕士毕业找工作不理想，决定通过考

研提高自己的就业砝码，也给自己一定的“延缓偿付期”[9]缓冲；第三类是属于想证明自己

是否可以考上研究生，随大流，具体到底读研究生之后做什么没有概念的。当然还有一些个

别的其他原因，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由于这些情况的出现，在研究生毕业阶段就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主要的心理误区

有如下特点： 

1、急功近利型 

因为学生就业的时段一般是毕业前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学生还在为毕业论文发

愁，同时也在做实验和为毕业设计苦苦煎熬，导师、家庭、学校给的压力接踵而至，有些学

生就会考虑用短时间随便找个工作，节省出大量的时间去写毕业论文，这样其实对自己的未

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如果随便找一个工作一旦自己未来并不对这个工作感兴趣，

那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2、盲目择业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考虑好为什么读研究生，或者是考虑通过读研究生

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学习几年之后，就业的政策可能有所变化、就业形势可能有所波动，

所以很多合适的空缺职位并不像在读研究生之前那么丰富和乐观，所以在这种就业环境下，

有些学生就撒网到处乱投简历，这样不但白白浪费时间，也没有有的放矢的针对性，盲目择

业也会让学生很难有一份平静而坦然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工作，产生焦虑或者烦躁的情

绪。 



3、攀比跟风型 

有些学生会看到别人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也希望找类似或者待遇更加优越的工作，

想尽一切办法找关系，把正当的公平择业变成了利益和关系的攀比，对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非常不利，这样也会对学生自我定位产生偏差，而且这样的思想

主导会对学生的自我成长非常有害。 

二、学生就业中的应聘误区 

1、简历误区[10]

绝大多数学生的简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给所有单位投的简历都是一成不变的，还

有就是过多的追求简历的美观也不太多注意简历中的内容，过多的突出自己的个人特点，却

很少根据自己投简历的部门有针对性地说明自己可以为应聘的岗位做些什么，对自己未来的

岗位规划如何。 

2、面试误区 

学生在面试的时候误区比较多，很多学生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找工作，所以学生会有盲

目、犹豫、焦虑、烦躁等情绪，面试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紧张，遇到面试时用人单位的提问

回答得不够贴切甚至答非所问，这样对于学生应聘的给分大打折扣。 

三、解决办法 

从学生入学开始进入培养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进程中尽快适应这个环

境，找准自己的定位，然后确定自己的未来目标，不断提醒学生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良好

的就业心态，在学生就业前，需要给大家做一下就业方面的详细讲座，主要针对就业方面学

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告知学生如何解决。具体做法如下： 

1、在整个学生的求学过程中，时刻可以给学生提供各种实习和就业的渠道和机会，给

大家有希望，扩宽大家的就业视野，这样大家就不太会产生急躁的情绪和心态，同时让学生

养成独立思考和给自己定位的能力，让大家不要养成依赖的习惯。由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特

点，学生需要增加更多的社会交往，在与更多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培养自己更多的兴趣爱好，

这样更容易找准自己的定位，也更容易有可能增加自己未来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2、在准备就业的同学之间做一些模拟面试的活动，在模拟面试之前做好足够的功课，

准备好可能问到的问题，这样使得学生遇到真正的面试不会过于紧张，也不会无的放矢，同

时要求学生在求职不同的工作岗位时，简历需要有针对性，要在投简历之前一定对自己求职

的单位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在简历里面一定要可以体现对应聘单位的足够了解，更重要的是

可以体现和突出学生为单位做些什么，比如：提高单位的效益、为单位的空缺岗位做一些填

补空白的事情，等等。 

3、倡导学生制作语音简历或者视频简历，语音简历可以让用人单位了解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而且语音简历可以让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的领导在快节奏的工作中，用较短的时间

（比如：在上下班的途中、睡觉前都可以用 mp3 等音频载体获取学生的信息）就可以对你

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很快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侧重；视频简历可以比

音频简历多一些视频效果，让用人单位可以更多的了解学生，但是视频简历的载体要比音频

简历的载体体积相对更大，便捷携带的程度要低，需要的信息接收的感觉器官更多，所以用

人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学生提供音频简历还是视频简历。音频简历和视频简历



也很适用于现在高技术状态下的发送传递，微信、一些聊天工具和播客等都可以制作并发送

上传 

四、结  语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教育培养干部需要与时俱进培养

学生提高就业应聘的能力，扩宽自己的就业模式，用发散的思维去增加自己的就业渠道，找

到高效率的应聘办法，这样才会让学生就业形成良性循环，高年级的同学可以带一下低年级

的同学，传授好的应聘经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用人单位的小型见面会和就业同学的经

验交流会等形式，让同学们提高应聘效率，节约时间用来做好毕业论文和其他的科研项目。

期待可以涌现更多更务实的办法，让学生们可以更加便捷的高效率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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