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传统观念影响，注

重向学生传授高深知识而忽略对大学生职业社会

化能力的培养。这不仅阻碍大学生的顺利就业，同

时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大学生的

职业社会化，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就业，同时也影

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

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的民族地区，本文主要指甘孜、阿坝、凉山

三州。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虽然他们拥

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但其经

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一个地区要发展，教育要

先行，通过教育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这三个地区，

各有一所大学，通过促进当地大学生的职业社会

化，一方面提升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能力，有效地解

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从业人员各

方面水平的提高，可使当地优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

的利用，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意义
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大学生具有不同

于其他群体的特点，因此，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

会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中有相当部分的学生毕业

后会在当地就业，他们是当地从业人员中的中坚力

量。大学生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职业

意识，丰富的职业知识及高水平的职业能力等，这

不仅使其自身形成了较高的职业素质，同时在从业

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和交流，也在向其他

从业人员传递一定的职业观念和职业技能。大学

生的职业社会化从自身及影响他人这两个方面都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族地区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不断提高。

（二）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人口素质

四川省的三个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都相对落后，当地群众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目

前，在三州地区中都还存在很大部分的文盲、半文

盲。较低的人口素质直接制约了当地生产力的发

展，当地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人口素质的提高。一

方面，职业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一部分，大学生职业

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

程。另一方面，大学生在形成正确的职业意识、观

念的同时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不

断提高自身的社会道德标准。他们在形成职业能

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自身与社会不断适应的能

力，他们在职业社会化的过程中，其科学文化水平

和受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因此，大学生的职业

社会化不仅使大学生的职业素质得到提高，同时也

使当地人口的全面素质得以提升。

（三）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进

生产力的发展。四川的三州地区资源丰富，甘孜州

具有丰富的旅游、高原生态农牧业资源，阿坝州的

生物、水利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凉山州的气候、矿

产及农牧业资源也相当丰富。但是这些民族地区

的特色资源开发程度低，很多资源还是粗放型的利

用方式，这使当地特色资源不仅未能得到充分开

发，未完全体现其经济效益，同时对当地自然环境

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通过大学生的职业社会

化，一方面，可有效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当地优势资

源得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

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

不仅使其职业素质得到提高，其道德水平等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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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素质也随之提高，并且他们习得的正确的观

念、知识也在不断向其他人传递。这些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着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由于四川省的三个民族地区各自具有自身的

特殊性，如甘孜州是藏族自治州，阿坝州是藏族羌

族自治州，凉山州是彝族自治州。作为少数民族自

治州，在当地的社会生产及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少

数民族的习惯和特色。这些特点就要求当地大学

生的职业社会化不仅要具有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

共性，同时也还要具有适应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内

容。

（一）职业意识、理想的社会化

大学生是有理想的，他们只有树立正确的职业

意识和职业理想才能实现个体的发展。通过职业

社会化，大学生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实际状况和职业

现状之间的关系，能够从更全面、更理智、更实际的

角度看待各种职业并思考自己将从事的职业，形成

更具现实意义的职业理想。

然而，在四川的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在经济上

都处于较落后的状态。为了尽快摆脱贫困，很多家

长及学校在培育学生的过程中一味地向学生灌输

一种“跳出龙门”或是“摆脱贫困”的思想，这种功利

性的职业理想，导致学生对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仅

仅是基于是否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而缺乏对自身

实际情况及当地职业需求的考虑。这样的职业理

想，不仅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当

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缓解地区间发展的

不平衡性，这也是造成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原

因。因此，在民族地区，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

业意识及理想显得更为迫切。

（二）职业态度、价值观的社会化

职业态度就是个体对某一职业所持的评价和

倾向。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一般来说，积极的

职业态度能够使得个体更容易取得较高的工作效

率和绩效，而消极的职业态度则会使工作绩效下

降。

职业价值观是指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在职业

选择方面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一个人对职业的认识

和态度以及他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理想、信

念、世界观对于职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职业价值

观上。

大学生具备了科学文化知识为其服务社会主

义建设提供了条件，但要将知识技能奉献于社会，

最终还是取决于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四川省的三州地区都同时具有丰富的农牧业

资源，在国家及当地大力提倡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

和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也对农业高科技人才提出了

迫切需求。然而，很多家长及学生受到传统观念影

响，认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目的就是要摆脱与农

业、牧业相关的职业，他们对农牧业相关的职业持

否定态度，难以接受大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农业、牧

业相关的职业。这种职业价值观若不加以及时纠

正，民族地区优势农牧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将难以

实现，优势资源的经济效益将难以体现，民族地区

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也将难以缩小。

因此，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过程，特

别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积极的职业态度和正确的价

值观。

（三）职业知识的社会化

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教育的水平，社会

成员具备一定的职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已经成

为了立足社会的基本条件。职业知识的社会化是

当代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基础和前提。当代大学

生职业知识社会化主要包括：一是学习、掌握基本

职业知识；二是培养和提高职业技能；三是掌握社

会主义劳动职业纪律。职业知识直接影响着工作

的效率。

四川省的三州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当地

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

也会影响到当地人的职业活动。例如，在凉山州，

彝族特别重视每年的彝族年和火把节，在这类节日

里，他们会暂时放下工作尽情狂欢。甘孜州，在藏

历年，也会放假庆祝。如果不能了解及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势必给工作带来障碍。因此民族地区大学

生的职业知识的社会化还应包括对当地风俗习惯

的了解和尊重，这样才能实现与人的协调合作和工

作的顺利开展。

（四）职业能力的社会化

职业能力就是适应职业要求的一种能力。职

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大学生职业能

力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有：在各种职业信息中，具有

能正确分析、辨别的能力，培养和提高职业劳动辨

别力；提高职业参与的能力；丰富实践经验，提高劳

动能力三个方面。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很多企业

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这就要求其从业人员不仅

要有能适应先进生产设备、技术的能力，同时也要

具有能克服和改进落后技术、设备局限的能力。它

易 莉：四川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内容及影响因素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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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更高。

四川的凉山、甘孜和阿坝州各有一所高校，由

于三州高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偏远，与外界信息交流

受阻，这致使三州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劣势。与其他地区学校相比，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

思想、教育体制及教育模式的更新相对滞后。它们

在人才培养中更多的是借鉴其他地区高校的教学

经验，对自身实际情况的考虑较缺乏，对学生职业

技能的培养缺乏适合当地实际的针对性。最近几

年，西昌学院已意识到民族地区培养的人才必须与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提出了“本科学历+职业

技能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当地经济发展

状况及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进行调研，从而培养适合

当地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三、民族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其职业社会化的因素主要有大学生自身的特

征、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文化、传媒等因素。

（一）大学生自身特点

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本身的弱点或缺陷

制约着其职业社会化进程。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不完全成熟的心理特点。由于大

学生的年龄特点，使他们呈现出生理发育与心理成

熟不一致的特点，心理方面主要表现为：他们的智

力发展到达高峰，思维敏捷，但也容易出现主观、片

面等问题；情绪日益丰富，但还不够稳定，波动大；

自我意识增强，但还不完善。在这种状态下，他们

一旦在职业活动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自卑，甚

至导致行为失控，从而阻碍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顺

利开展。

第二，大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受传统观

念影响，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地

方，忽视对实践技能的培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

下，大学生常出现学习成绩与职业表现不符的现

象，进而导致大学生在职业社会化的过程中受挫，

阻碍职业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第三，大学生的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在踏

入社会的过程中，大学生往往满怀抱负，急切地想

要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去。然而在现实中，受

多种因素影响，他们并不能完全选择自己理想的职

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会使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负

面情绪，阻碍其职业社会化的进程。

第四，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有限。大学生长期处

于学校这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其视野也受到一定的

限制。再加上重理论轻实践的学习观念，他们学习

职业经验的机会较少。相关职业的经验缺乏，这使

他们在职业活动中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难以

发挥自身才能，甚至有的大学生在职业活动中半途

而废，这也是造成大学生职业社会化障碍的主要原

因。

（二）家庭的影响

家庭在个体职业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突出作

用。父母对待职业的态度与价值取向，对于子女在

形成对某一职业的情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

庭通过三种方式对子女的职业社会化产生影响：

第一，家长通过自身言行、经验影响子女对待

职业的态度和选择。第二，家人通过参与大学生的

就业过程，讨论子女的就业去向，或利用各种资源

帮助大学生找到理想职业。第三，甚至有的大学生

在职业选择中，完全由家长代劳，把家人满意作为

自己选择职业的标准。

在四川的民族地区，一方面，由于当地经济条

件落后，很多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够摆脱贫

困，他们更多地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作为职业选

择的标准，与农牧业、矿业相关的职业难以被他们

接受。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大学生选择职业时往往

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忽略个人专业及社会实际需

求。由于个人专长与实际需求的不符，难以克服职

业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障碍，以致产生较大的心理落

差，甚至部分人变得消极懈怠。这不仅影响大学生

职业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

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学校的影响

学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系统

传授职业价值观、职业规范、职业知识与技能的机

构，大学生在学校中学到的内容为他们以后职业社

会化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学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教学内容及方式等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职业素养

的形成。

受精英教育思想影响，我国很多高校以把学生

培养成学术型、研究型的人才作为其教学目标。通

过实践检验证明，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已不能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很多高校开始研

究市场需求，根据社会需求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

划。在四川省的民族地区中，西昌学院充分意识到

了学校在大学生有效适应社会需求中的重要作用，

该校于2006年推出了“本科学历+职业技能素养”的

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及手段

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培养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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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充分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西昌学院的经验也

为其他民族地区高校促进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提

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同辈群体的影响

大学生选择同辈群体，一般以兴趣、价值观等

为基础。大学生在与同辈群体的互动中，成员之间

在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等方面相互产生

影响。因此，同辈群体在大学生职业社会化过程中

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五）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是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的最终归宿，

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招聘人才公平、公正性都直

接影响着大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相应

的职业知识和技能。

我国当前很多用人单位都以学历作为选择人才

的标准，基于这种选拔方式，很多用人单位更青睐名

牌大学的毕业生。同时，民族地区的大学生认为自己

的学校不是重点大学，在就业时消极被动，不敢选择

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专业。“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观

念给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造成了很大障碍。

此外，目前在我国的就业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

公平现象，部分单位会基于人情因素录用“有关系”

的应聘者，而真正有实力的大学生反而被淘汰，这

也会导致很多学生产生学得好不如关系好的偏见，

影响大学生正确的职业观的形成，给大学生职业社

会化的顺利进行带来阻碍。

（六）社会文化及大众传媒的影响

个体从一出生便开始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

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对个体的人格、思维方式及

行为模式等方面均产生着重要作用，受不同文化的

影响，人们的职业意识、价值观等都存在一定的差

异。大学生这一群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渠道较

为广泛，因此，他们的职业意识、价值观等更容易受

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另外，当今社会人们除了受到传统媒体诸如广

播、电视、报纸、书籍等的影响之外，新的媒介如计

算机网络对人们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它使大学

生的视野更加开阔，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现代

媒介不仅为大学生搜集这种职业信息提供了渠道，

同时它传递的信息也在影响大学生的职业观、职业

情感及行为。目前，网络传媒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两

面的，它既可以向大学生传递有关职业的信息，引

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职业情感。同时网络

传媒传播的一些负面观念，如“一切向钱看”的观

念，对“艰苦奋斗”的扬弃的现象等，都给大学生的

职业价值取向和职业观念带来误导。因此，大学生

需要具备对当前社会文化，社会信息进行甄别的能

力，避免不良文化、信息对大学生职业社会化产生

消极影响。

民族地区大学生职业社会化的顺利开展，对于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缩小与其他地

区的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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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occupation socialization in minority area has unusu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e non minority area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ideal of occupation, attitude, values and knowledge etc.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occupation socialization in minority area are mainly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ir family, school, peer groups, employers in the society and the social culture and media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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