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择业观是大学毕业生对于择业的目的、意义比

较稳定的根本看法和态度的体现，也是其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在实际问题上的综合反映，是大学毕

业生选择职业的前提。择业观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

响到毕业生能否正确认识自我，适应社会并达到成

功和就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经济和社

会的持续发展。

!""#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国家

对高校毕业生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不再实行

统一的分配政策。这使大学生的职业期望一下子处

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冲突、不断协调的涡流中。

并导致大学生在择业观中出现矛盾冲突，心理彷徨

的状况。正确的做法应是认真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发

展条件下就业形势、就业方式的新特点。对自己的心

理、能力、价值观念等进行正确调适，充分进行自我

评价。结合实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完善自己的社会

属性，适应社会的整合。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想与实

际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自己的职业角色和人生价

值。

一、 大学生择业过程中不良心态的主要

表现

目前，自主择业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

渠道。但因为大学生对自我认识不足，社会定位不

准，在忙碌的择业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不良择业心

态，主要表现如下：

!、功利心态

相当部分大学生求职或择业的动机既有为国

家、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的强烈愿望，也有获取高

收入、高地位的渴求。但知识分子受社会潮流的影响

以及校园经商的启发，诱发了择业中追求高经济收

入的心态。他们往往选择经济特区、发达地区、三资

企业作为就业的首选目标。

"、求安心态

求安心态就是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往往从

职业的稳定性出发而选择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

业单位。这种心理是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业长期

不变的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大学生及其

家长出于这种求稳的心态，缺乏市场经济的竞争，职

业的风险意识，使得大学生的择业面变得狭小。

#、求名心态

在求职中，大学生出于虚荣心，盲目追求“名效

应”，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求名心态，不了解

职业的内在要求或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某些工作，

单纯追求“名望高、名誉好”的单位，结果是“站在这

山望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

$、依赖心态

很多大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没有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也没有考虑自己知识结构和特长，更没有

考虑未来就业形势，完全由家长或中学老师决定。临

近毕业时，又把就业的希望寄托给父母、亲友、学校

的老师身上，怀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懒惰心理。虽

然接受了几年大学教育，但在很多事情上还是缺乏

应有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决策能力。在择业就业时，

指望他人的恩赐或给予，出现盲目依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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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闲心态

求闲心态是指在求职择业中追求舒适、清闲的

心态。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攀高心理。

理想职业的选择标准是“三高”：即起点高、薪水高、

职位高。大学生希望所选择的工作要单位名声好一

点、牌子响一点，工作压力轻一点，管理松一点，经济

效益高一点，离家近一点。在怕苦心态的驱使下，学

生们选择职业的面很窄，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局面，其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大学生求职的失败率和

困难。

"、自卑心态

在竞争激烈的求职场上，因行业不景气或因自

己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不如其他同学或

因求职屡次受挫折，部分大学生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并进而转为自卑心态。有这种心态的大学生往往没

有信心和勇气面对用人单位，不能适当的向用人单

位展示自己的长处，从而严重影响了择业和就业。

这些择业的心态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

促进了大学生个性意识的普遍增强；另一方面，大学

生的功利主义倾向也日趋严重。在利益权衡时，较多

的大学生考虑目前的、现实的利益，而忽视了专业的

发展。有的追求务实的“名”和“利”，而忽视脚踏实地

的真干苦干，去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同

时，更显现出在大学生思想上风险意识、竞争意识的

缺乏，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薄弱。

二、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择业就是人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挑选，实质上是

大学生根据就业形势和自身的能力和条件进行全面

权衡的过程。其考虑的因素很多，因此，当代大学生

应树立以下几个方面的择业观：

#、确立自觉适应社会的思想

当前，大学生就业实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

但并不能充分地自主择业。在实际的择业过程中，职

业岗位并不能完全满足各个同学的主观要求，许许

多多的客观因素要求个人必须适应社会。大学生应

了解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了

解新形势对毕业生提出的新要求。“适者生存、物竞

天择”，大学生要有自觉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及时

调整自己的工作意向和择业目标，使自己的思想适

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个人理想与社会需求发生矛

盾时，能有服务社会的理性思考。

$、树立职业无贵贱的观点

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工

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社

会劳动分工与协作，各行各业彼此依赖。每项工作、

每个岗位都有其客观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正如邱吉

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文凭，也没有永恒的地位，只有

永恒的价值。”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诚实的劳动

为社会作贡献，都能获得社会报酬和人们的赞誉。每

个大学生择业都应摒弃世俗偏见，正确对待面临的职

业。

%、客观评价自我、克服择业理想化的倾向

理想化倾向就是不切实际地估价自己和不现实

地要求社会，把自己的职业岗位和职业前途设计得

过于理想化，而社会现实却不能完全兑现。当现实工

作不能如愿时，就会出现一些不应有的思想问题。不

甘心已有职业，不安心本职工作，影响自己的成长和

进步。因此在择业时，大学生要做出客观的自我评

价，包括就读学校的声望、所学专业的社会需要、自

身的气质和综合能力等，定位自己能“干什么”，更需

要考虑“社会需要我干什么”，不能刻意追求自己有

兴趣的工作，而应在工作中培养自己的兴趣。

&、应对择业错位、适应新专业

当前，大学生择业过程中，发生专业错位的现象

比较突出。学历错位、能力错位也常发生。这种错位

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如在国民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

的调整有一个时间差，高等专业结构的调整也有一

个时间差。在市场的多元性和经济的动态发展的客

观条件下，大学生择业错位现象是当前人才供给与

现实需要不完全相符的实际表现，是与当前形势相

吻合的正常现象。因此，大学生要求所学专业与社会

工作完全一致显然是不可能的。大学生就业时决不

能把“专业对口、学以致用”绝对化，而应扩大知识

面、加强实践技能、提高综合素质，做好在更大的范

围内选择职业的思想准备。同时，积极地培养对新的

工作岗位的爱好和感情。

!、倡导“从业就是就业”的观念

在社会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大学生就业困难

的现状下，大学生转变就业观，调整就业期望，由此

拓宽就业渠道，树立“有事做、有收入就是就业”的观

念已显得非常重要。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

作才算就业的旧观念、“挑肥拣瘦”地寻求职业，宁可

待业也不愿降低求职门坎的做法，这显然与时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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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相违背，应彻底转变。

大学生只有根据自身条件采取先就业后择业或

临时就业、短暂就业、承包就业、兼职就业或自主创

业等灵活多样就业的方式，才能走出就业困境。把毕

业就业与终身职业选择分开来，通过努力，求得全面

发展。

总之，大学生应与时俱进、正视现实，确立正确

的择业观。只有认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完善

自身素质，紧跟时代的步伐，调整择业心态，转变择

业观念，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获得择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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