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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意向与专业相关性探讨
———基于两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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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ＮＳ和 ＳＷ两所高校 １８９０ 名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数据，分别从年级、专业、性
别、生源地、院校等视角，就大学生对毕业后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意向进行统计分

析，然后借助 χ２ 分布拟合模型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专业、专业与性别、学校与生源
地等方面，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与毕业后可能从事工作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政府和高校应积极

应对这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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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０９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６５１）

　 　 自 １９９９ 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以来，中国高等
教育正逐步实现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

育”的转变。这种转变既符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的需要，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大众化

教育”的基本标志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高校将技

能型、实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强调专业设置与

社会现实需求的协调性，由市场需求决定大学生

就业。因此，在这个阶段，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动

机、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都直接取决于将来可能

从事的工作，同时它也要求大学生能在更加主动、

积极地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努力拓展知识面，以适

应市场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

然而，要使人们从“精英化教育”和计划经济

时代的“包分配”思维模式下真正摆脱出来还需

要时日。尤其要使大学生能充分认识专业学习对

于将来工作的重要性，变“被动学”为“主动学”和

“我要学”；要让高校能主动地把专业课程设置的

纵向深入与横向拓宽统筹起来、把社会实践和教

育实践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１］，仍然需要高

校、社会、政府等共同推动。

因此，系统地探讨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与将来

工作关系的意向，既可以为研究大学生专业学习

心态、学习动机、学习积极性等提供解释证据，也

可以为研究高校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教育以及大

学生就业观念转变等提供实践指导。

一、问卷调查的情况

１． 问卷调查的样本情况
本文所利用的样本数据均由 ２００９ 年江苏省

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大

学生就业意向调查分析”课题组提供。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课题组在江苏省某财经院校（以下简称 Ｎ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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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８７ 名学生中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式［２］选取 １５８１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同年 ７
月又在山东省某综合性大学（以下简称 ＳＷ 校）
采用同样的抽样组织方式，选取了与 ＮＳ 校相同
的 ５ 个专业共 ４６１ 名学生进行了同样的问卷调
查。通过对两校 ２０４２ 份问卷中控制性问题的整
理分析［３］，剔除无效问卷 １５２ 份，有效问卷共计
１８９０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２． ５６％。

对 １８９０ 份有效问卷整理后发现：（１）有效问
卷分别来自 ＮＳ校 １４８４ 名学生和 ＳＷ校 ４０６ 名学
生，分布于 １４ 个专业，专业调查人数最多的 ２９０
人、最少的 ５４ 人。（２）有效问卷来自大一（２００８
级）的 ７６６ 份、大二（２００７ 级）的 ７００ 份和大三
（２００６ 级）的 ４２４ 份。（３）有效问卷中有 ６４１ 份来
自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有 １０７８ 份来自生源地
为城镇的大学生，有 １７１ 份问卷在生源地选项上
缺选。（４）有效问卷中来自男性大学生的 ５９１
份，来自女性大学生的 １２２０ 份，有 ７９ 份问卷在性
别选项上缺选。

另外，在实施正式调查之前，调查组织者不仅

从调查问卷设计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意向问题进

行了探索性研究［４］，而且为保证调查问卷设计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先后进行了三轮试验性调查，并

对问卷进行了三次有针对性的修改。同时，通过

对调查员调查业务的培训，不仅使调查员增强了

对调查重要性的认识，而且使得其调查技巧和责

任心有所提高。因此，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值得信赖。

２． 问卷调查的基本内容
此次在江苏和山东两所高校实施的就业意向

调查，共涉及大学生对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工

作与所学专业的关系、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获取

方式以及毕业后最有可能选择的就业地点等 １５
个问题。本文仅就其中一个问题，即大学生对毕

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的关联性的

认识进行统计分析。

二、问卷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利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 １８９０ 份有效问卷
的调查数据，就大学生对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

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认识，主要采用相对数形

式，分别按被调查者的年级、性别、生源地、院校和

专业等标志进行了汇总。数据汇总结果见表 １ 至
表 ５，其中“Ａ”指“与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作”，
“Ｂ”指“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的工作”，“Ｃ”指“还
没有认真想过”，“Ｄ”指“想过但不能确定”。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年级、性别、生

源地，还是从院校看，均有 ５０％以上的被调查者
认为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与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

作，均有 １５％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毕业后最有可
能从事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的工作，均有 ６％左
右的被调查者还没有认真想过毕业后最有可能从

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的关系，均有 ２０％左右的被
调查者对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

的关系还犹豫不决。

从年级看，随着年级的增加，选择 Ａ 选项的
比重不断减小，显示大一学生更希望从事与专业

相适应的工作。从性别看，女生选择 Ａ 选项的比
重比男生高出 ４． １２％。从生源类型看，来自城镇
的大学生选择 Ａ 选项的比重高达 ５８． ７２％，比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高出 ６． ９３％。从院校看，ＳＷ 校
的大学生选择 Ａ 选项的比重比 ＮＳ 校高出
３． ９５％。

表 １　 不同年级、性别、生源地和院校的大学生对专业与就业关系的意向 单位：％

意　 向
年　 级 性　 别 生源地 院　 校

大一 大二 大三 男 女 农村 城镇 ＮＳ ＳＷ
７６６ ７００ ４２４ ５９１ １２１９ ６４１ １０７８ １４８４ ４０６

Ａ ５７． ３１ ５５． ８６ ５２． ８３ ５２． ４５ ５６． ６７ ５１． ７９ ５８． ７２ ５４． ９２ ５８． ８７
Ｂ １５． ６７ １６． ８６ １５． ３３ １８． ９５ １４． ５２ １６． ２２ １５． ４９ １６． ４４ １４． ５３
Ｃ ５． ７４ ７． １４ ７． ５５ ７． ７８ ５． ９１ ７． ８０ ６． ３１ ６． ５４ ７． １４
Ｄ ２１． ２８ ２０． ００ ２４． ２９ ２０． ８１ ２１． ９０ ２４． １８ １９． ３９ ２２． ０４ １９． ４６

　 　 注：（１）“性别”栏和“生源地”不包括问卷中被调查者在此选项上缺选的比率。
（２）表中第三行数据为相应样本容量，计量单位为“人”，下表同。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专业有
８０． ２％的学生认为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与所学专

业相适应的工作，会计学、审计学和金融学专业也

分别有 ７０． ３％、６７． ８％和 ６６． ７％的学生持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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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应用数学、统计学、英语、信息管理专业

持此观点的学生分别只有 ２４． ３％、２９． ０％、
２９． ６％和 ３２． ６％，而认为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与
所学专业关系不大工作的比重却分别达到

５２． ７％、２５． ０％、３３． ３％和 ２５． ３％，远远高于其他
专业。这表明基础型专业与技能型专业对学生毕

业后最有可能从事工作的影响较大。同时，表 ２
还显示，只有统计学、行政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专

业有高达 １０％以上的学生选择 Ｃ 选项。这可能
与此三个专业工作适用面较宽、就业选择余地较

大有关，也可能与学生所受的专业和就业意向教

育有关。

表 ２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专业与就业关系的意向 单位：％

意
向

注
册
会
计
师

市
场
营
销

统
计
学

应
用
数
学

工
程
管
理

工
商
管
理

会
计
学

英
语

信
息
管
理

审
计
学

财
政
学

金
融
学

行
政
管
理

法
学

１２６ １５７ ７６ ７４ ９４ ２４２ ２９０ ５４ ９５ ２１４ １０５ ８４ ８３ １９６
Ａ ８０． ２ ４２． ０ ２９． ０ ２４． ３ ５０． ０ ５８． ３ ７０． ３ ２９． ６ ３２． ６ ６７． ８ ５３． ３ ６６． ７ ４４． ６ ５８． ２
Ｂ ３． ２ １９． １ ２５． ０ ５２． ７ ２２． ３ ２０． ３ ８． ６ ３３． ３ ２５． ３ ６． ５ １５． ２ ８． ３ １０． ８ １４． ３
Ｃ ２． ４ １０． １ １３． ２ ６． ８ ３． ２ ３． ７ ４． ８ ９． ３ ９． ５ ８． ４ ６． ７ ７． ２ １２． １ ５． ６
Ｄ １３． ５ ２８． ６ ３２． ９ １６． ２ ２４． ５ １７． ８ １６． ２ ２７． ８ ３２． ６ １７． ３ ２４． ８ １７． ９ ３２． ６ ２２． ０

　 　 注：注册会计师为英国国际注册会计师专业，是 ＮＳ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开设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来自城镇的男女大学生
选择 Ａ选项的比重均高于来自农村的男女大学
生，来自农村的男女大学生选择 Ｄ 选项的比重比
来自城镇的男女大学生均高出近 ５ 个百分点。同
时，无论来自农村还是城镇，都有 １８％以上的男
生选择 Ｂ选项，认为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与所学
专业关系不大的工作，而女生持此观点的却不足

１５％。这可能是因为在填报高考专业志愿时，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掌握的相关专业信息比来自城镇

的大学生少，专业填报考虑不全面，或者由其家长

代填专业志愿，因而虽然学习了某个专业但并不

希望从事与其相关的工作。而来自农村的男女大

学生选择选项 Ｄ 的比重比来自城镇的男女大学
生均高出近 ５ 个百分点，也表明来自农村的大学
生对专业学习与将来工作关系的认识明显没有来

自城镇的大学生深刻。

表 ３　 不同生源地及不同院校不同性别大学生对
专业与就业关系的意向 单位：％

意
向

农　 村 城　 镇 ＮＳ校 ＳＷ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２３９ ３７５ ２９８ ７７２ ４２２ １０１９ １６９ ２００
Ａ ５１． ０５ ５２． ００ ５４． ０３ ６０． ７５ ５０． ９５ ５７． ３１ ５６． ２１ ５９． ５０
Ｂ １８． ４１ １４． ６７ １８． ７９ １４． ２５ ２０． ６２ １４． ４３ １４． ７９ １５． ００
Ｃ ７． ５３ ７． ４７ ８． ７２ ５． １８ ６． ８７ ５． ９９ １０． ０６ ５． ００
Ｄ ２３． ０１ ２５． ８７ １８． ４６ １９． ６９ ２１． ５６ ２２． １８ １８． ９３ ２０． ５０

　 　 再从 ＮＳ 与 ＳＷ 两校看，ＳＷ 校无论男女生，
选择 Ａ 的意向都明显强于 ＮＳ 校男女生。其中，
５６． ２１％的 ＳＷ 校男生选择了选项 Ａ，而 ＮＳ 校只

有 ５０． ９５％的男生选择了该项。同时，就选择选
项 Ｂ而言，ＮＳ校的男生高出 ＳＷ校男生近 ６ 个百
分点，而两校女生的比重则基本相同。另外，ＮＳ
校男女生选择选项 Ｄ的比重均高于 ＳＷ校。这表
明在对所学专业与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工作关系

的认识上，分属两省两校的学生在地域和性别上

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就选项 Ａ 而言，不同专
业、不同性别的大学生之间差别相对较大，其中注

册会计师、市场营销、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审计

学、行政管理六个专业的男生比女生更有信心毕

业后会从事与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其余八个

专业则女生比男生更有此信心。同时，应用数学

与统计学专业分别只有 １６． １３％和 ２０． ００％的男
生认为毕业后会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而

英语专业 ４ 个男生竟无一人持此观点。
表 ４ 还显示，就选项 Ｂ“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

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的工作”而言，７０． ９７％的应
用数学专业的男生选择了此项，而注册会计师、会

计学专业分别只有 ２． ４１％和 ４． ８４％的女生选择
此项。对毕业后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的关

系认识最不清楚的当属英语专业的 ４ 个男生，有
１ 人选择了 Ｂ 选项，认为将来会从事与英语专业
关系不大的工作，有 １ 人选择了 Ｃ 选项，对此还
没有认真想过，有 ２ 人选择了 Ｄ 选项，说明他们
还无法确定将来是否会从事与所学专业相适应的

工作；而行政管理、财政学、金融学专业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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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６７％、１５． ３８％和 １４． ８１％的男生选择了选项
Ｃ，比相应专业的女生分别高出 ９． １７％、１１． ５３％
和 １１． ３０％。由此可见，性别的差异对所学专业
与将来工作关系的认识影响较大。

表 ４　 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大学生

对专业与就业关系的意向 单位：％

专业　 　 　 Ａ Ｂ Ｃ Ｄ

注册会计师 男 ３９ ８７． １８ ５． １３ ０． ００ ７． ６９
女 ８３ ７８． ３１ ２． ４１ ２． ４１ １５． ５６

市场营销 男 ５６ ５６． ６０ １５． ０９ ７． ５５ ２０． ７５
女 ９６ ３４． ３８ ２０． ８３ ９． ３８ ３５． ４２

统计学 男 １５ ２０． ００ ２６． ６７ １３． ３３ ４０． ００
女 ６１ ３１． １５ ２４． ５９ １３． １１ ３１． １５

应用数学 男 ３１ １６． １３ ７０． ９７ ３． ２３ ９． ６８
女 ４１ ３１． ７１ ３６． ５９ ９． ７６ ２１． ９５

工程管理 男 ４６ ５６． ５２ ２１． ７４ ０． ００ ２１． ７４
女 １２ ４５． ２４ ２３． ８１ ４． ７６ ２６． １９

工商管理 男 ７０ ４７． １４ ２７． １４ ４． ２９ ２１． ４３
女 １５１ ６２． ２５ １７． ８８ ３． ９７ １５． ８９

会计学 男 ６２ ５６． ４５ １９． ３５ ６． ４５ １７． ７４
女 ２０８ ７７． ４０ ４． ８１ ３． ３７ １４． ４２

英语 男 ４ 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５． ００ ５０． ００
女 ４９ ３２． ６５ ３４． ６９ ８． ６１ ２４． ４９

信息管理 男 ３８ ２３． ６８ ２６． ３２ １３． １６ ３６． ８４
女 ５６ ３７． ５０ ２５． ００ ７． １４ ３０． ３６

审计学 男 ５４ ７２． ２２ ５． ５６ ９． ２６ １２． ９６
女 １５９ ６６． ０４ ６． ９２ ８． １８ １８． ８７

财政学 男 ２６ ４２． ３１ １９． ２３ １５． ３８ ２３． ０８
女 ７８ ５６． ４１ １４． １０ ３． ８５ ２５． ６４

金融学 男 ２２ ５５． ５６ ７． ４１ １４． ８１ ２２． ２２
女 ５７ ７１． ９３ ８． ７７ ３． ５１ １５． ７９

行政管理 男 ３６ ５８． ３３ ８． ３３ １６． ６７ １６． ６７
女 ４０ ３０． ００ １２． ５０ ７． ５０ ５０． ００

法学 男 ９０ ５４． ４４ １２． ２２ ７． ７８ ２５． ５６
女 ９８ ６１． ２２ １５． ３１ ４． ０８ １９． ３９

　 　 ５． 从表５可以看出，就选项Ａ的选择而言，ＮＳ
校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差别较大。来自

城镇的大学生选择此项的比重为 ５９． ４４％，而只有
４７． ９９％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选择了此项。与此相
反，ＳＷ校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持此观点的大学生
不仅比例差别相对较小，而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高

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分别为 ６０． ６２％和５５． ３７％。
以上数据表明，两校生源地不同的大学生对毕业后

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认识差别较大。

再从不同年级看，有近三分之一来自农村的

大一学生对毕业后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

系的认识仍然无法确定。６２． ０６％的来自城镇的
大一学生选择 Ａ选项，比来自农村的大一学生高
出近 ２１ 个百分点；来自城镇的大二学生选择选项
Ａ的比重为 ５８． ８５％，仅比来自农村的大二学生
高出不到 ８ 个百分点；大三学生无论其来自城镇
还是来自农村，选择 Ａ 选项的比重均为５６． ７％。
但是，三个年级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均比来自城

镇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认为毕业后会从事与所学专

业关系不大的工作。

表 ５　 不同院校及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大学生
对专业与就业关系的意向 单位：％

生源地 Ａ Ｂ Ｃ Ｄ

ＮＳ校 农村 ４４８ ４７． ９９ １７． ４１ ８． ７１ ２５． ８９
城镇 ９００ ５９． ４４ １５． ４４ ５． ６７ １９． ４４

ＳＷ校 农村 １９３ ６０． ６２ １３． ４７ ５． ７０ ２０． ２１
城镇 １７７ ５５． ３７ １５． ８２ ９． ６０ １９． ２１

大一 农村 ２７５ ４１． ６０ １５． ２０ １１． ２０ ３２． ００
城镇 ４２３ ６２． ０６ １３． ８３ ６． ３２ １７． ７９

大二 农村 ２４１ ５１． ４５ １７． ０１ ９． １３ ２２． ４１
城镇 ４０１ ５８． ８５ １６． ４６ ６． ４８ １８． ２０

大三 农村 １２５ ５６． ７３ １６． ００ ５． ０９ ２２． １８
城镇 ２５３ ５６． ７４ １５． ６０ ６． １５ ２１． ５１

三、大学生就业意向差异的

模型检验及分析

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出，把大学生对毕业后最

有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意向，分别

按专业、年级、性别、生源地、院校等进行统计分组

后，有的存在直观的差异，有的并没有较大的差

异。然而，从统计学角度看，即使样本数据显示存

在直观差异，也并不意味着相应总体就一定存在

差异；样本数据显示不存在直观差异的，也并不意

味着相应总体就一定不存在差异。这主要可以归

因于样本选取的随机性，因此还必须采用其他方

法加以检验。事实上，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及调

查数据的特点，选用数理统计中 χ２ 分布差异分析
模型对样本所呈现的这种直观差异进行统计显著

性检验比较适宜。

根据 χ２ 分布差异分析模型原理［５］，利用与表

１ 至表 ５ 中相对数对应的绝对数，就大学生对毕
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意

向，分别作关于专业、年级、生源地、性别、院校等

方面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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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表 ６ 可以看出：（１）年级、院校、院校与
性别的差异，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毕业后最有可

能从事工作关系的认识均不构成显著影响。尽管

直观的样本数据显示大学生所在年级、院校、院校

与性别不同，他们对其所学专业与将来可能从事

工作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χ２ 分布差异分
析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差异不是总体固有的

差异，而是选取样本的随机性以及调查中偶然、不

可控等因素所致。（２）生源地、性别、生源地与性
别、年级与生源地的差异，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毕

业后最有可能从事工作关系的认识分别有显著影

响。（３）专业、专业与性别、院校与生源地的差
异，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工

作关系的认识分别有极其显著影响。

表 ６　 大学生就业意向差异的 χ２ 分布显著性检验结果

因素

大学生毕业后最有可能从事的
工作与所学专业关系的意向

Ａ Ｂ Ｃ Ｄ

χ２ 值 自由度 Ｐ值 显著性

专业 ２６２． ６４４ ３９ ６． ０２Ｅ ３５ 
年级 ５． ４７２ ６ ０． ４８４８ —

生源地 ９． ３６４ ３ ０． ０２４８ 
学校 ２． ７７７ ３ ０． ４２７３ —

性别 ９． ３９８ ３ ０． ０２４４ 
生源地、性别 ２０． ７６２ ９ ０． ０１３７ 
学校、性别 １５． ４９８ ９ ０． ０７８１ —

专业、性别 ７２７． ３７４ ８１ １． ３９Ｅ １０４ 
学校、生源地 ２２． ０１９ ９ ０． ００８８ 
年级、生源地 ２６． ０６２ １５ ０． ０３７４ 

　 　 注：“显著性”一栏中，“—”表示差异不显著；“”表
示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其显著［６］。

２． 就不同专业对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影响看，
最近几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确存在某些专

业的毕业生比较容易找到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

某些专业的毕业生较难找到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

的情况。如会计学、审计学、国际注册会计师等技

能性较强的专业，其毕业生比较容易找到与专业

相适应的工作，但像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统计学、

行政管理等技能性相对较弱的专业，其毕业生则

较难找到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因此，大学生就

业市场需求状况对在校大学生就业意向产生了显

著影响，从而使得某些专业的大学生对从事与专

业相适应的工作表现出较强的信心，而有些专业

的大学生在这方面的信心较差。

３． 就不同生源地对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影响

看，由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没有来自城镇的大学

生从其成长环境获取的信息那么宽泛和充分，因

此，他们在专业选择与就业的关系、专业学习与就

业的关系、专业发展前景、就业观念、思想开放程

度等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导致不同生源地的

学生对专业与就业关系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另

一方面，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也使得来自城镇的

大学生在高考选填专业志愿时就把未来可能从事

工作的因素考虑进去，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通常

难以做到这一点。

４． 就不同性别对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影响看，
尽管在中小学直至大学阶段，女生学习都比较认

真、刻苦，特别是财经类院校的大多数女生，但是，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一方面适合男生的职业明

显多于女生，另一方面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

时对女生的苛刻要求（如同一职位对男生的英语

要求只需英语四级就可以录用，而女生必须达到

英语六级甚至八级才可以录用），均使得女生比

男生更看重要从事与专业相适应的工作，也促使

她们专业学习更努力。

５． 就不同院校与生源地对大学生就业意向
的影响看，ＮＳ校位于中国经济较发达省份的省会
城市，而 ＳＷ校位于中国经济相对滞后省份的较
偏远城市，这就使得不同学校的来自农村和来自

城镇的大学生，不仅在毕业后就业区域的选择差

别较大，而且也使得 ＳＷ 校来自不同生源地的大
学生要到经济条件、人文环境较好的地域就业，就

必须成为专门的高素质人才。因此，ＳＷ 校无论
城乡大学生对从事与专业相一致工作的意向均显

著不同于 ＮＳ校的城乡大学生。

四、结论与建议

就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客观现实而言，大学生

所学专业、生源地、性别和所在院校等不同，对其

所学专业与毕业后可能从事工作关系的认识就会

存在一定差异，这实属正常。但是，如果这种差异

显著或极其显著，超出了一定的范围，那么就必须

引起高校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只有认真分析造成

这些显著差异产生的原因，并从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方面加以正确解释，才能找到校正差异

的对策。因此，针对前文的分析，为缩小这些差

异，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或学校应采取如下应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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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

的积极引导，着力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奉献意

识、责任意识，以激发他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

热情，并最终将这种热情内化为专业学习的动

力［７］。唯有如此，才能有更多的大学生随着专业

学习的深入，逐渐强化将来要从事与所学专业相

适应工作的意向，逐渐弱化专业不同对就业的影

响；唯有如此，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才能发挥最大

的效用，才能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其次，应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并通过法律的

手段防范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用中的性别歧视、

生源地歧视、学校歧视等。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舒

缓大学生因就业时可能遭受性别、生源地、学校等

歧视而承受的各种心理和精神压力，他们才能在

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既专心致志地学好专业课，为

将来从事与所学专业相适应的工作打好基础，又

能通过积极参与各类社团或社会实践活动，不断

强化他们的人际沟通和科学创新的能力。

最后，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专业学习意向的

教育，通过合理设置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的专业课

程，并强化专业教学中实践性较强内容的教

学［８］，使学生自觉感受到学好专业课对毕业后可

能从事工作的重要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改

善部分学生专业学习目标不明、动力不足的现状，

才能逐步消除部分学生关于“专业与将来可能从

事的工作关系不大”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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