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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业是民生的基础，大学生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高校构建完善的就业服

务体系尤为重要。从学生满意度的视角进行研究，了解大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

的需求，分析就业服务的薄弱环节，提高学生满意度有助于学生充分就业。 

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关献的整理，构建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指标体系主要

包括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

导五个一级指标。利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分析，再深入访谈 9 名学

生。调查数据发现：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整体不高；就业指导缺乏专业

性和实用性；师资力量薄弱就业指导教师兼职比重高；就业信息平台建设不完

善；在就业能力和职业观念上缺乏专业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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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迈向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

规模庞大，自 1999 年高校实行扩招以来，在 2002 年毛入学率达到 15%，使中国

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就业是民生的基础，就业服务一直是

社会以及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在 21 世纪的竞争中归根到底是人才

的竞争，大学生作为特别的稀缺宝贵人才资源。大学生就业率的高低将会影响到

国家、高校、家庭以及个人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战略的提出，前大学生面对就业带来新机遇，同时中国高校在就业

服务体系的构建也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 

长期以来，社会中大学生一直作为“天之骄子”受到人们的称羡，迈入大学

校门便意味着人生从此进入了的另一种境界，可观的收入、崇高的社会声望和舒

适的工作环境便几乎与大学生的身份划上了等号。大学是走向社会的一个缓冲

区，是进入社会的一个跳板，最后一层保护膜。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和社会

的不断变革，高等教育从“奢侈品”成为“大众消费品”，大学生就业形势也悄

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就业问题呈现出来。高校大学生就业问题从微观看是

属于一个经济问题，另一个视角也属于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从麦可思研究院

的数据得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14-35 岁的青年共有 4.297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1/3。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 2008 年 559 万增至 2018 年 820

万，11 年累计总量达 7684 万。据《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显示目前，中国高

校毕业生待业率高于社会平均失业率，约达到 15%。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08

年中国大学生毕业生总数 559 万，2009 年为 600 万，2010 年为 630 万人，2011

年为 660 万人，2012 年为 680 万人，2013 年为 699 万人，2014 年增加到 72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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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5 年为 749 万人，2016 年为 765 万人，2017 年为 795 万，2018 年达到 820

万，2019 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约为 860 万人，教育的普及化使中国成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在国际间的快速传播影

响金融导致经济不景气，由此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和就业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刘六生,马锦（2008）提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环节是构建完善的就业服

务体系。曹晓惠（2015）认为在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下高校就业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王利娥、王继艳（2016）指出社会经济和教育转型

下大学生应该转变观念在择业时不要片面的看待问题，缺乏求职技能和专业胜任

力，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不健全，招聘网和就业渠道

过于单一，部分用人单位的招聘会没有实质性的招人只是为做广告宣传。胡锦涛

强调要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不断完善就业再就业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同时增强

失业保险和各类社会保障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各级资源优势，为下岗人员提供更优质的就业指导服务。江

泽民指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需要加快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以市场调节就

业为基础、劳动者自主就业成为主导、在政府的帮助下促进就业。2013 年 5 月

15 日在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和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新华网报道习

近平对就业方面的情况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靠发展。把

高校毕业生就业做为重点的就业工作，在职业技能培训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就

业服务体系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在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贯彻落实保障劳动

者就业政策采取相关措施，帮助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摇篮，大学生面对巨大就业压力问题，高校就业服务显得

尤为重要。刘铎（2011）认为就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

就业形势好，人才非常多，就业渠道也比较畅通，而西部欠发达地区，就业情况

比较糟糕，缺乏人才，又流不住人才，造成人才流失，经济发展缓慢。汪丽娟（2019）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经济更为落后的地区更加明

显。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交通相对闭塞，高校生源以本省

的学生为主，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科教文卫事业不健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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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差异。选取铜仁学院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已有研究，“以生为本”作为

思想理念，客观系统地判断就业服务，结合贵州实际情况构建高校就业服务满意

度指标体系。通过学生对就业服务满意度的评价，了解学生的需求，分析高校就

业服务的薄弱环节，有效地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提高学生满意度为高校大学生

充分就业提供服务保障。 

1.2 问题点提出 

高校学生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高质量就业，是高校的责任与使命。

总而言之，近几年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普遍得到重视。高校为学生提供优质

的服务，学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学生是高校就业服务质量的直接感知者，学生

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馈出来。通过改善就业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帮助大学生

高效、高质量的就业。王利娥、王继艳（2016）指出中国东西部、沿海、内陆经

济发展不平衡, 偏远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基于上述

背景，贵州省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下引发了笔者对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的思

考。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1）高校就业服务现状如何？ 

2）高校学生对铜仁学院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

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的满意度分布情况如何? 

3）铜仁学院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程度的高低情况是否和个人性别、年

级、专业有关? 

4）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 

1.3 研究意义 

高校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生和高校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是否

稳定。健全的就业服务为保障，增加大学生就业机会，有利于学生更好的解决就

业问题。本研究以铜仁学院为例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从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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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探讨高校就业服务存在的问题，通过就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

探索出提高满意度的对策与总结。高校就业服务工作有利于学生充分就业、发展

与成才，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有利于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

有利于社会稳定。 

1.3.1 理论意义 

高校就业服务的研究往往更关注从政府、高校角度出发的就业服务体系的建

设，从而忽略最重要的服务客体从学生的角度来评价就业服务的质量。此外，满

意度相关理论较多，中国关于满意度的研究成果不显著，高就业服务研究中对学

生满意度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以学生满意度为主体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运用到高校就业服务研究中。有利于完善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研究，对高校

就业服务质量评估在理论上提供支撑，高校真正实施“以生为本”，对高校在评

估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更为精确。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提升高校就业服

务水平，提高学界对高校学生满意度研究的关注度。 

1.3.2 现实意义 

1）有利于样本高校完善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本文笔者结合实际

工作，以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的学生满意度实证调查分析为例，立足校本研究，构

建适合铜仁学院的大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同时在顾客满意度理论上也进一

步丰富，顾客满意度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有所认识和提升，为大学生在高校就

业服务满意度研究上提供参考。 

2）有利于促进高校大学生就业。对高校就业服务找出就业服务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就业服务可行性对策，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增强人才市场竞

争地位，有利于促进高校大学生高效、高质量的就业。 

3）高校就业服务改革提供借鉴。选取的样本学校铜仁学院是是国家“十三五”

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建设高校，是名列贵州综合性本科高校第六、市州本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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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第一，对样本高校的研究成果可为教育部门和其他类似情况的高校就业服务质

量评估和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性建议。 

1.4 研究流程 

本文的结构框架分为摘要、序言，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其中正文部份分了

五个章节。 

第 1 章：绪论。主要以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为研究背景引出研究目的、提出相

关研究问题，对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进行了简单概述。                                                                                                                                                                                                                              

第 2 章：文献研究。通过大量阅读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收集资料了解并掌

握研究的最新情况，确定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了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

高校就业服务的相关定义和理论，通过已有研究进行综述，从而构建铜仁学院就

业服务满意度指标体系。 

第 3 章：研究方法。重述研究问题，对就业服务指标指标体系、问卷、访谈

的设计依据进行阐述。对本文中采用的文献分析法、问题调查法、访谈法和定量

研究方法。最后详细介绍问卷和访谈接触的研究对象，为本文数据分析奠定基础。 

第 4 章：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首先，对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现状进行详细的分

析，采用 SPSS23.0 对访谈和问卷回收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分别对各项指标

的效度和效度进行具体的分析；结合问卷、访谈和相关性指标对就业服务中就业

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五个具体

指标逐步进行分析；最后，对铜仁学院满意度进行讨论分析。 

第 5 章：结论与建议。对本文提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研究结论，对铜仁学

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提出建议，指出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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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研究流程图 

图片来源：笔者根据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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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 

2.1 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基本概念的界定 

2.1.1 高校就业服务相关概念整理 

2.1.1.1 高校 

高等学校简称高校，与大学词义相近，是指公民接收教育实施高等教育的学

校。目前高校主要包括：普通大学、专门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本文中高校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指本科层次四年全日制的普通大学。 

2.1.1.2 大学生 

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指国家培养的高级专门专业人才，在普通

大学、专门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接受基础高等教育和专

业高等教育的一群人。本研究中的大学生主要针对普通大学中接受全日制教育本

科层次的学生进行研究，以铜仁学院的本科生为例。 

2.1.1.3 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的诞生最早是在英国的 19 世纪初期，重点解决失业者的生存状况、

社会稳定问题。在经济增长和就业需求进一步扩大的前提下，在内容上就业服务

也随之越来越广泛，成为国家就业政策中最直接的执行者和体现者。总的地说，

就业服务的主要目的是有效调节改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合理高效

的利用。就业服务可以分为公共就业服务和私营就业服务，主要职能是通过在劳

动力市场信息、就业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就业信息服务与发布等业务，

帮助劳动者就业，为用人单位用人提供合适的人才。闫修（2015）认为就业服务

是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在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提供一定帮助的专门组织或者机

构的一系列服务工作。陈建刚（2005）和王珉（2012）公共就业服务是指以政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AD%A6%E7%94%9F/14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6%AE%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2699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AD%89%E6%95%99%E8%82%B2/26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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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其它社会各界共同协作，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发布就业信息以及提供咨询、

培训，当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或雇主联系的媒介，对劳动者的就业一系列服务工作

的总称，主要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和运行，解决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均衡协调的作用。高校大学生是高级专业人才，是就业服务中特殊的劳动群体。

本文的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主要是研究公共就业服务。 

2.1.1.4 高校就业服务 

“体系”是同类事务按照一定秩序组合成的一个整体。程琪（2009）认为高

校就业服务体系是由政府宏观调控，高校为依托，社会（企业和中介）为补充和

监督，针对大学生就业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构成一个不同分工的整体。基本要素

包括政府、社会、高校和大学生。卓兴良（2013）高校就业服务主要指高校为了

毕业生实现就业而提供的的各项服务，包括就业指导与就业咨询、发布招聘信息、

举办招聘会、提供就业实习与见习职位、就业与创业培训、就业服务信息化、经

济困难与就业困难学生就业援助、办理报到证、户口迁移、档案投递等服务。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高校就业服务，笔者认为就业服务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不局限于毕业生，应该从大学生入学到毕业循序渐进的服务过程。本文将高校就

业服务结合卓兴良定义为:学校和其它相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借助一定的

设施条件和平台传递就业信息，以就业为向导帮助大学求职与择业过程中结合个

体自身特点和社会职业需要进行职业规划。个体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发挥最大程

度的发挥，不断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为目的，为高校学

生就业提供一系列指导服务工作的总称。主要包括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

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 

2.1.2 就业服务满意度 

满意度是一种心理比较过程，当体验的服务水准和期待水准能一致时，个体

便感到满意;反之，个体会感到不满意。也就是说满意度是取决于个体所预期服务

的实现状况，“预期”和“实际”结果的一致程度。学生满意度目前还没有统一

公认的定义，李会芹（2015）将学生满意度通过五级量表进行量化的，把学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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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等教育服务的顾客，学生接受的服务与期望对比产生愉悦、高兴或失望的心

理差距。 

文中笔者对就业服务满意度更倾向于后者期望差距的观点。主要针对普通大

学中接受全日制教育本科层次的学生作为服务的研究对象，学生在接受高校的就

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服务实

际感知与自身期望进行对比的过程，产生的失望或满意的心理差距。即学生对高

校提供的就业服务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如果实际感知大于或接近于先前期望则

满意，反之如果实际感知小于先前期望则不满意。 

2.2 高校就业服务相关理论研究 

2.2.1 职业匹配理论  

2.2.1.1 特质因素理论 

1903 年“近代职业指导之父”弗兰克·帕森斯在波士顿宣传活动上首次提出

提出“就业指导”的概念的。随后，1908 年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在

《选择职业》一书，提出了特质因素理论，该理论成为最早出现的就业指导服务

中的经典理论，也称“人职匹配理论”。强调个人的的个性、能力、兴趣、价值

观等生理与心理内在要素在职业过程的作用。特质因素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个体特

质与职业因素相匹配，选择出适合自己而又能够胜任的职业。文峰、凌文辁（2005）

在特质因素理论相对容易，工作分析技术和心理测量不能精确测量无法满足人们

对职业和个性的要求，被霍兰德提出的人格类型理论所替代成为主流。 

2.2.1.2 个性—职业类型匹配理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兰德（Holland），

以特质因素理论为基础，又结合了人格心理学的观点，创立人格类型理论。目前

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该理论被认为是职业生涯理论中最完整、最受重视的一

种理论。霍兰德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人们会对那些能够满足自身某些需求和角色

要求的职业感兴趣;劳动者由于遗传和后天的经历不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人格，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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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根据个体的个性找到合适的职业岗位，以期最大限度地在工作中发挥他们的

聪明才干。霍兰德将职业环境和人格划分为六种类型：研究型、现实型、传统型、

艺术型、社会型以及企业型，它们组成了正六边形模型。六种类型都是相对的对

应着不同性格的人，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一种类型。因此霍兰德代码

是由以上六个字母组成，通过一定的测试，按照分数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个体的

人格组型取决于前三项分数最高的值，例如霍兰德 RSE 表示是现实型人格，兼社

会型人格，企业型人格偏弱;在求职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现实型，再次是社会型，

企业型最后考虑。高校在学生整个学习个发展阶段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大

学生个体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后再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实现

与职业间的匹配帮助人们在职业兴趣和个人能力特长更好的定位，从而进一步做

出求职择业上的决策。 

笔者认为，职业匹配理论可以作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参考的理论基础。社

会活动的要求越精细复杂对职业的划分也就更明显，对个体的要求也存在很大差

异。高校在就业服务过程按照不同性格学生在就业形势、岗位需求、职业要求上

给予正确的引导和规划。寻找一个主观条件和岗位需求匹配点，匹配点越一致成

功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职业成功率越高，学生就业时更容易找的“专业对口”

满意的工作。企业也可以减少盲目性，招聘最合适的人才，让员工的才能可以在

工作岗位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职业匹配理论理论对于本研究具有很好

的参考作用。就业服务不能盲目的侧重理论知识传教，应当因“才”施教形成高

校自身特色的就业服务结合社会实际情况进行创新。 

2.2.1.3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 

1953 年美国学者萨帕（Donald E. Super ）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职业发展理论。

职业生涯的职业生涯理论有五个阶段：第一，成长阶段（Growth Stage）0-14 岁

即职业的幻想期，开始建立对自我概念的认同，对未来职业开始积累经验，充满

好奇并有意识地对职业能力的培养。第二，探索阶段（Exploration Stage）15-24

岁初步就业完成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开始自我考察、角色鉴定和职业探索。第三，

确立阶段（Establish Stage）25-44 岁，也是职业生涯的核心阶段，在合适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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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谋求发展，走向成熟和成功的重要阶段。第四，维持阶段（Maintenance Stage）

45-64 岁在工作和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成绩，倾向于家庭和工作两者之间的理想

状态。第五，哀退阶段（Decline Stage）65 岁以后逐渐结束职业生涯开始退休生

活，融入更多其它的社会角色。萨帕将个人职业选择纳入到整个人生发展的高度

进行考察。 

笔者认为，高校大学生在探索阶段逐步形成对未来的职业生涯的决择，高校

就业指导引导学生了解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和职业的素质要求，明确个人的职

业定位。职业生涯是每个大学生就业时必要的工作，明确学生可以做什么，哪些

该做，和具体怎么做。但是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不能以偏概全，在实际应用中应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在大学生就业时就显得更为重要。 

2.2.2 高校就业服务相关文献综述 

早在两、三百年前就业服务的雏形在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最早起源

于美国，就业指导在 1894 年美国加州工艺大学就业已经被推行。李会芹（2015）

表示美国的“职业指导之父”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首次提出了“就

业指导”概念，他出版了《选择职业》一书中提出“特质—因素匹配”理论

（Trait-Factor Theory）的核心内容。“特质—因素匹配”理论为美国职业指导奠

定了科学基础，帕森斯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模式，会相应的匹配各种

职业类型，当人的特质与职业因素匹配时，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1919 年美

国哈佛大学首次在大学开设职业指导课程，学生在职业定位、求职技巧、人际交

往各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美国的是第一个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国家，大学

生就业服务体系工作起步最早。在就业服务上不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还有健全

的服务机构，一般规模还较大经费充足基础设施配备齐全。孙文博、颜吾佴（2016）

认为美国就业服务经过百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有特色并且稳定的“全程多层型”

的美国高校就业服务体系，指出发达国家就业服务体系模式的共同点在于管理方

式精细化、管理手段信息化、服务模式适宜、服务内容丰富，对高校就业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有很大的提升。姚三军（2015）指出美国在就业指导上较为完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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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化的咨询平台，收集并分析形就业信息数据为学生在就业方面提供专业、

个性帮助，与学生成长紧密结合。 

英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是公认的世界先进水平的引领者。早期的就业

服务内容相对简单，主要是提供就业信息、组织联络招聘活动上。英国就业指导

的快速发展期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国家教育规模扩张推动高等教育的

快速发展，因此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由精英型步入大众化。根据官方就业指导最早

的文件是《赫沃兹报告》（Heyworth Report）问卷调查结果，提出增加就业指导

的工作人员、成立服务于高校就业指导的机构的建议。周红、夏义堃（2006）指

出英国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的特点主要从教学、管理、科研三个层面对就业问题非

常重视，高效广泛共享就业信息，形成全方位交换型信息平台的服务。王占仁

（2012）认为英国高校学生在就业服务体系包括就业咨询服务、就业市场建设、

就业信息工作三个方面构成。提出建构全校重视就业工作的动力机制，建议打造

全国领先的、着眼于学生职业发展趋势的、可以反映就业质量的高校就业排行榜， 

同时向全社会发布，变“外部挤压式动力”为“内生动力”，使高校能够真正以

就业为导向来改善专业设置和培养质量。把提高学生受雇能力作为就业工作的中

心，建立起以服务为宗旨，把学生当客户，以客户为中心、以专家能力为保证的

服务体系。楚旋、林可、郑超（2014）通过英国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五所英

国著名高校为例，对就业服务工作就业服务机构、就业服务对象、就业服务内容

以及就业服务资源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总结出中国在咨询方式多样化、校友

力量、信息资源充分等方面可以参考借鉴。 

根据学者们所述，本文借鉴对于英国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就业信息收集共享，

但是中英两国在国情上的不同，在就业结构和就业形势上也各有差异。把学生当

做客户以客户为中心，中国高校在就业服务上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根据实际情况

找出合适自己的特色服务。 

中国高校对就业服务问题的研究和应用相对较晚，但相关的研究也具有一定

的成果及应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而言，中国的大学生就服

务体系还处于发展阶段，在各个方面都有待于加强。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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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成熟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朱家德、

胡海青（2010）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经历了“统

包统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调控阶段和以“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为特征的市场

调控阶段。自此，中国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逐渐确立与完善。2003 年国务

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 2003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高校实施毕业生就业“一把手工程”，初步形成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政策框架。程琪（2009）提出当前中国高校内部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研究的角度多是围绕机构建设、教育师资提

高、课程设置、资金投入几个方面着手。一些己付诸于实践，一些还是理论研究

与探索阶段。但无论从哪方面说，目前中国高校内部的大学生就业服务提升的空

间还很大。 

在就业指导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杨德广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中指出，

高校就业指导不仅课程内容缺乏实用性，指导教师缺乏专业指导形式还比较单一

等问题。杨睿（2017）认为就业指导内容偏多缺乏实用性，应从理论向实用转变，

在课程设计中最好的方式是帮助学生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适应并进行自我评估。

刘兴华（2017）提出当前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模式存在严重不足，针对就业指导课

程目的和目标认识不足，课程开设时间安排不合理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运用知识

效果差。张鑫、白鹏飞（2018）分析了就业指导课程的现状，教学内容枯燥教学

形式单调。对此，提出个性化改革模式的路径探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加强贴近学生个性化需求的模拟设计，让学生真正的参与。 

根据上述学者所述，因此本文对就业指导课程单一、教学内容枯燥、教学形

式多样性等指标进行参考借鉴。就业服务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一个

互动的过程，却很少有学者关注师生互动，教师的指导教学对学生的接收程度问

题考虑较少，容易忽视学生实际接收知识的满意度程度。就业指导书籍方面也仅

仅将指导限定在毕业生这个群体中，涉及的内容也仅仅是如何做好简历及各类材

料、如何应对笔试、如何把握面试机会及如何在面试后进行跟进，对高校学生就

业能力的提升、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信息的应用、就业市场分析的研究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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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指导师资方面。丁燕红（2012）以广东省高校为例调查发现就业指导

师资严重不足职业化、专业化不强，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形成“一锅煮”的局面。

高永惠、吴同华、张家书（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服务工作整体满意

度不高，不同性别、“211”高校与非“211”高校的学生存在差异对满意度有影响。

胡泊（2014）在其研究中指出，可以通过完善就业服务组织机构、确立专业的信

息服务战略、依托行业开展特色培训、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建设稳定的就业

指导教师队伍等措施来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李胜利（2016）认为高校就业指导队

伍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就业指导队伍流动性强，实践经验不足，培训内容上针对

性不强等问题。高校就业指导队伍根据不同岗位进行细分，针对各类人员的重点

培训内容，并提出开展分类培训的实施路径，提升高校就业指导队伍的整体水平，

促进广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陈璐（2017）研究认为高校在就业指导方面教师

专业度不高，无法精准传达就业形势缺少工作经验。师资力量混杂单薄且稳定性

不足，限制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实效性。根据学者提出的就业指导师资方面的问

题，本文将参考师资数量、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实践经验不足等相关指标。 

在就业保障方面。王抿（2012）提出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应以保障机制和

运行机制为建设的核心内容。王思晴（2016）提出大学生就业保障存在很多漏洞

与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张学秋（2017）分析了影响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保障的

因素，指出高校缺乏有效的指导，在培养模式和专业上盲目增设与社会需求脱节，

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借鉴学者经验本文将

就业保障作为参考。 

在就业信息服务方面。曾垂凯（2004）提出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已经成为制

约大学生就业的瓶颈之一。高日光、孙健敏、王燕（2009）在探讨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需求，筛选了 550 名高校毕业生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政府部门和高校就业

指导机构的信息滞后，应该转换指导思想和观念，为毕业生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

信息。刘铎（2011）主要从就业指导服务和就业信息平台两个方面构建高校大学

生就业服务体系，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信息可以促进就业，有效的提升就业率。

李波（2013）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受就业信息服务在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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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对称影响，利用新媒体服务平台提升学生能力、建立就业信息反馈机制。

陈月霄&王彬彬（2016）推进高校就业信息化建设就需要在做好智慧校园建设顶

层设计，促进高校就业信息系统化、就业信息服务队伍专业化和高校就业信息服

务人性化。李岚冰 （2017）提出高校就业信息利用率低，信息不畅所致的“信

息孤岛”现象。通过建设高效的信息化平台，利用云计算构建新图景实现畅通的

就业信息渠道,在高校就业工作效率、质量达到有效的提升。潘振&方长春（2019）

认为高校信息资源存在的不足，信息服务意识欠缺、毕业生与招聘公司间存在信

息差距。提出在创新模式的培养中要注重互联网资源的利用，实现人才与项目的

匹配、加强人才的测评和体验式的指导。就业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对称会影响效率，

从而错过最佳时机。综合学者已有研究，因此本文对归纳为就业信息库采集、毕

业生就业咨询、就业情况反馈、就业岗位测评、就业信息发布，对本研究的展开

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总之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分析来看，高校就业服务文献对于本研究的展开无

疑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研究背景和视角的各异，高校就业服务方面研

究不完善。发达国家的高校就业服务理论实践体系发展己经渐趋完善，但在中国

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以及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校就业服务方面太过笼统，不

太深入还有待加强。有关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的就业课程师资不足、就业信息滞后

等现状和对策的研究比较多，但是从学生满意度视角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的研

究还有待深入。 

2.3 顾客满意度相关文献理论研究 

2.3.1 顾客满意度理论 

“顾客满意”的英文表示是 CS（Customer Satisfaction）。顾客满意度从不同

视角有不同的定义，陈霞（2018）顾客满意概念最先运用在营销学领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 Cardozo 美国著名研究学者提出。Oliver（1999）认为顾客购买产

品或者服务前后，顾客满意度相对于特定交易更倾向于累积的过程，累积的顾客

满意度是对不同时间和环境对服务的消费体验情况的一种综合评价。随着学科交



 16 

叉顾客满意度逐步应用到学生满意度的研究中，本文将参考顾客在实际感知心理

认知、主观性进行研究分析。 

2.3.2 顾客满意度相关文献综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满意理论在社会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首开先河，

Hoppe （1930）和 Lewin（1936）发现满意度与自尊、信任以及忠诚有关。1965

年 Cardozo 将顾客满意度理论第一次引入，并运用于市场营销学领域后，大量学

者对顾客满意度进行展开深入研究。Cardozo（1965）认为顾客消费后是否能达

到预期的期望，如果满意会再次重复购买行为，反之则不满意甚至厌恶。

Westbrook（1980）认为顾客满意度是关于产品用途的综合评价判断。顾客满意

度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如表 2.1 所

示： 

表 2.1 不同时期研究者对顾客满意度概念的理解 

年份 研究者 对顾客满意度的概念理解 

1965 Cardozo 重视顾客消费后是否产生再次购买行为 

1969 Howard  
顾客在消费的所付出成本和所获得的服务收益是否合理

进行对比 

1977 Hunt 
顾客在消费前的期望和体验后评价的结果是否一致，侧

重于体验与期望的一样 

1983 
Westbrook  顾客在体验某种特定产品或服务后的情感反应，对于特

定消费评估过程是微观体验、个人感受与宏观环境、价

值背景相比较完成的 and Reilly 

1987 Cadotte 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去评价体验感觉的好坏 

1995 Woodruff 
倾向于顾客的向往价值，顾客的评价基于消费前的期望

价值层次 

1995 Kotler 顾客在接收服务前的期望与购买后的感知绩效对比 

1997 Oliver 
顾客购买产品或者服务前后，需求程度与实际感知的心

理认识 

2000 ISO 9000 顾客对其要求已经被满足程度的感受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阅读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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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得出以上研究，在各个时期学者对满意度的定有所不

同。总结定义大概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顾客满意度是顾客购买

企业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是一种事后行为，在接收服务和使用过程的角度进行比对

评价体验感受的好坏，注重整个购买、使用的体验过程。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顾客

在购买企业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所付出成本和所获得的服务收益是否合理进行对

比，更多关注点放在顾客消费后是否产生再次购买行为。如果顾客购买企业产品

或者服务能够满足顾客的期望，就会产生满意心理，并且顾客会重复购买；反之，

如果顾客购买企业产品或者服务不能够满足顾客的期望，就会产生不满心理，企

业有可能会因此失去顾客。 

在 1994 年正式建立了具有代表性世界著名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简称 ACSI）模型，该模型最大的亮点是从顾客满意

度分析，将顾客感知价值与顾客感知质量分开，用数字方式来体现出顾客对产品

质量的评价和对产品价值判断。中国受经济水平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起步

较晚，因此在对顾客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中还存在很大探索空间。1995 年清华大学

中国质量协会等机构的学者开始研究国外顾客满意度指数的测评方法，2005 年中

国顾客满意度指数（CCSI Chinese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通过鉴定。学者

们借鉴参考 ACSI 模型引用到服务、旅游、教育各学术界，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

和国情进行调整，关于顾客满意度文章数量相对有所增加。仲伟伫、席菱聆、武

瑞娟（2014）基于 ACSI 模型对影响顾客网络购物满意度的行为因素研究。贺庆

（2017）以房地产中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房地产中介企业顾客满意度进行了

深入的测评，最后得出中介服务质量对价值感知具有显著的直接的正向影响，影

响的路径系数是 0.556，顾客期望对中介服务质量具有显著的直接的正向影响，

影响的路径系数是 0.308 等结论。梁峰（2019）对酒店服务进行研究利用 SCSB、

ACSI 和 ECSI 等顾客满意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比较综合的顾客满意度模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对顾客满意度进行展开了

深入研究。中国对顾客满意度相关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整体发展较慢，部

分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将顾客满意度从旅游业、服务业，逐渐应用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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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业。构建顾客满意度模型，把学生视为直接顾客，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特殊

服务的产品。教育不等同于产品，一旦把高校学生视为顾客，高等教育的本质将

会改变，逐渐趋向利益化。因此，不能完全照搬顾客满意度中把学生视为顾客，

本研究借鉴顾客满意度与高校就业服务共性部分。笔者认为高校在教育过程中是

一种职能使命，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服务提升个人知识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适应劳动市场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本文的就业服务更倾向于后者

期望差距的观点，将学生作为高校就业服务的对象，学生在接受就业服务中实际

感知的服务与先前期望进行对比的过程，产生的一种满足、高兴或失望的心理感

受。即学生对高校提供的就业服务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如果实际感知大于或接

近于先前期望则满意，反之则不满意。 

2.4 高校学生满意度相关理论研究 

最先实行学生满意度测评实践调研的国家开始于美国。早在1966年，美国教

育委员会开创了学生满意度研究的先河运用CIRP（Cooperativ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gram）进行全国性满意度评价。截至2017年，美国己经开展了24次

全国大学生满意度调研，至少2300所高校参加。高等教育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英国

主要针对大学生课程学习经历设计了《大学生满意度量表》，量表国际化和灵活

务实，供大学生满意度调查所使用。199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

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最早提出，其设立了课程活动、管理服务、教师的交流

及校园生活四个方面来测量学生的满意度。美国SSI量表主要是对学校不同学制

的高校进行测量，希望对量表进行改选可以对不同的学生群体使用。SSI量表中

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测评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中心思想。学校

对学生的各方面的都比较关注，比如“学习气氛”、““对学生的关怀和关注”、

“注册情况，测评指标涉及内容广泛侧重对学生个人情况的关注。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对大学生满意度进行研究。王国强和沙嘉祥

（2002）对最先提出高等教育消费者满意战略。赵国杰、史小明（2003）在美国

ACSI 满意度指数体系的基础上，对高校本科生期望质量的测评体系。袁昆明

（2010）在其研究中指出，学生对于学校就业咨询指导的满意度评价略高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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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2011）以江苏省 10 所高校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对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

系从 7 个二级结构变量测量，在二级指标中学生满意度、学生抱怨、学生忠诚度

指标比较细致的从学生角度进行测量，比较全面的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对

于同类高校有较好的比较意义。在课程与教学中忽视了教学服务的满意度，教师

在传授知识与学生接受服务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学服务满意度体现不明显。学

生抱怨、预期与结果差距分析，学生从入学前的期望到真正融入校园生活是质量

感知，可以有效的把握学生对总体满意度的评价值得借鉴。徐加（2012）指出高

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无法给学生提供满意的服务，就业指导是影响学生对高校学生

管理满意度的因素，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认同感非常低。刘建岭（2014）认为中

国大学生满意度的研究应用前景巨大。 

综上述研究总而言之，根据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指明了方向。学者们对

学生满意度的调查研究指标体系、实证类各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成果

丰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和学习借鉴的意义。 

2.5 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2.5.1 就业服务测评指标体系分析 

黄李琳（2018）从高职院校就业服务的出发，主要从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信息

服务、就业保障支持三个一级指标建立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结合高职

教育的特点试图找出其成因，探讨学生满意度的指标进行数据分析。调查发现高

职院校就业服务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就业教育指导方面，在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

保障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就业信息是学生就业时了解工作岗位的重要窗口，根

据高职院校就业服务提出了关于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就业指导教育 

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就业指与课程、创业课程 

内容与方式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政策法规宣讲、

就业技巧培训、课外实践、方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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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系（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就业指导教育 师资力量 
数量、知识宽度与广度、主体多样化、工

作能力、服务态度 

就业信息管理 
平台建设 就业网站、信息库建设、毕业生服务 

信息 及时性、全面性、水平 

就业保障支持 
服务机构 合理性、人员 

服务资源 服务场地、设备、资金资助力度 

资料来源：黄李琳，2018 

在这一测评指标体系中，共有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信息服务、就业保障支持

一级指标，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过于广泛还不

能够完全反映出学生对高职院校就业服务的满意度。就业指导教育下的二级指标

“课程设置、内容与方式、师资力量”大多从学生角度出发考虑，但师资力量的

指标过多关注在教师本身的能力中，对于教师对学生之间的指导、相互沟通涉及

较少。在三级指标服务场地概括太抽象，可以再准确性或细化分类。本研究将对

量表就业保障支持部分指标进行参考借鉴，进一步细化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李会芹（2015）从南京四所高校中随机发放 320 份问卷，对就业指导满意度

进行研究。分别从理念与机制、设施条件、师资队伍、内容与形式、管理五个方

面设定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得出整体满意度不高均值为 3.19，各项指标的提升空

间很大。就业指导理念与机制指标从学生角度出发，全面的考虑了机制的不健全

和理念偏差对学生的影响，值得本文参考。在就业指导设施条件指标上，比较合

理细致的划分，从资金、信息设备、场地多方面考虑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出发。在

师资队伍指标中主要关注教师的数量和专业程度，忽视了教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和学习效果反馈。 

黄平（2008）以西华师范大学高校毕业生为例，对就业指导满意度主要从个

体、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着手。具体通过问卷从就业工作机制、就业管理服务、

职业生涯规划、政策法规宣传、择业就业教育、心理调适辅导、学业升学指导、

创业教育指导、个性化咨询了解现状，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满意度研究。

就业管理服务指标中详细的从招聘活动的组织、就业信息的咨询和发布、毕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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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办理等方面进行调查，比较全面的从毕业生角度出发。在择业就业教育、学业

升学指导、创业教育指导指标选取中过于偏向管理功能，高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

是一个逐步成长接受信息知识的过程，忽视了高校毕业生人才培养过程有效性不

足。因此，本文中将参考就业管理服务指标进行测量。 

钱合激（2014）利用灰色综合评价和灰色关联分析进行逐步的综合分析，对

温州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满意度进行探讨。在指标测评中，共有就业指导、

就业保障、就业服务、就业平台四大一级指标，从整体来看主要围绕毕业阶段的

整个过程而设定，关注点在毕业生从而忽视了高校学生培养的整个学习过程。在

就业指导指标中细分四个二级指标生涯教学、专题指导、个性化指导、效果指导。

其中，专题指导中包括就业能力和考研考公指导关注学生个体对能力,值得本文参

考借鉴。学生处于择业就业心理压力极大和敏感期间，个性化指导中细分职业咨

询、就业谈心两个部分可以考虑加入就业心态这一指标。在就业信息保障和就业

平台指标中概括不太全面，可以考虑加入就业信息的准确、及时性可以使大学生

获得等多的就业途径能更好的择业。 

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分析来看，指标设定大多从高校毕业生角度进行设定，

高校就业服务要贯穿整个过程不能单一针对毕业生，就业服务更多的需要重视人

才整体的培养服务、服务的有效性以及关注学生个性需求与实际要求。因此，笔

者将对已有研究上的不足进行补充，参考就业指导、师资力量、就业保障等指标

进一步构建学生满意度指标体系。 

2.5.2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参考黄李琳（2018）、钱合激

（2014）的指标，编制了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在初拟测

试的基础上，结合就业服务满意度概念的界定和铜仁学院“铜仁需求，国家标准”

的办学理念，围绕就业服务过程中五项一级指标：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

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进行满意度测评。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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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技术路线图 

就业服务是高校提供的一种无形产品（服务），和具体的实物产品不同。对

于就业服务满意度偏重于学生的感知和心理期望的差异，而学生在学校学习接收

服务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展开。因此，对就业服务满意

度的评价贯穿于从入学到毕业后整个过程。各项指标主要从就业指导教育、就业

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具体内容作为评价，使得

研究结果更加明确。 

1） 就业指导教育就业指导教育包括教学在过程中课程设置、指导内容和方

式，学生能直接体验和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课程设置具体包括就业指导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从课程的设置是否合理、有效循序渐进的一个

过程。就业指导方式多样化是通过对讲座、实习、实际课程多方面让学生通过不

同方式对就业更加了解，从内容上对当前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法律知识方面的

讲解。对于考研、创业等有进一步需要提升能力的学生进行专业性指导，为培养

优秀人才提供保障。 

2）就业保障支持。就业保障包括师资保障、组织保障、资源保障三个方面。

师资保障主要是从专业教师的数量、专业能力和教学态度进行考量，师资保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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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专业化教学指导的重要阶段，直接体系学生专业化水平的高低。组织保障体

现在学校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和管理能力，是

学生就业过程中重要的保障。资源保障从资金、设备、就业困难学生一对一帮扶，

帮助学生更好就业。 

3）就业管理服务。毕业档案、签约手续、户口手续材料转递的办理，体现

学校就业服务的效率间接影响学生就业岗位入职时间。高校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推

荐毕业生，帮助学生推荐实习岗位，搭建理论和实际工作的桥梁让学生踏出社会

迈出第一步，为就业奠定了基础。 

4）就业信息服务。就业信息体现在学校就业服务网站建设是否完善，信息

更新及时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就业机会。还考虑软件、硬件平台校园招聘活动、

学生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否完善。 

5） 个性化指导。个性化指导主要考虑学生个人的就业需求、综合素质能力

的培养、职业观教育、咨询服务等方面，针对不同学生采取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与

关注。 



第 3 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1）高校就业服务现状如何？ 

2）高校学生对铜仁学院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

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的满意度分布情况如何? 

3）铜仁学院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程度的高低情况是否和个人性别、年

级、专业有关? 

4）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 

3.2 设计依据 

3.2.1 评价指标设计依据 

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的选择，遵循如下四个原则系统全面性、

以学生为本、相关性、可操作性。 

1）系统全面性原则。对评价指标的选取遵循系统全面性原则，需要梳理高

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的具体指标，参考已有研究对高校就业服务的研究结果进

行全面梳理，完善已有指标中的不足。指标设定应从多个维度思考，大学生个体

差异心理状态和行为趋向是复杂多变的，从而使得所建立的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

意度评价指标具有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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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本文重点是研究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因此评

价指标的选取以学生的角度客进行调研，坚持高校是怎么做的、高校的学生是怎

么想的等，尽量做到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指标都是学生所关心最重要的。 

3）相关性原则。为达到能够测评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的目的，高校就

业服务所选指标与学生满意度相关，保证每个指标都能反映高校就业服务目前存

在的问题，才能针对性的对高校就业服务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详细的解决办法。 

4）可操作性原则。高校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的选取需要坚持可操

作性原则，科学合理的指标是前提，保证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测量的数据科学是

关键。 

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上指标主要包括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

服务、就业信息服务，同时关注学生个体情况注重个性化指导。研究中具体一级

指标包括：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

化指导五个方面；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展开为 13 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

础上将标转化为具体问题的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形成测评指标体系的第三个层

次。学生在接受高校就业服后所感知的结构和预期之间的比较对总体满意度的高

低程度，按照三级指标进行细分体系出来。结合高校就业服务主要工作内容、任

务，就业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初步拟定总共设置 33 项。在初拟指标的基础

上设计调查问卷，结果采用 5 点量表分为：5 分“很重要”、4 分“重要”、3

分“一般”、2 分“不太重要”和 1 分“不重要”。初拟测试总共发放 20 份问卷，

有效回收 11 份，回收率为 55%其中包括 6 名大一学生，大二学生 1 人，大三 4

人。构建初拟指标具体内容，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初拟测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来源 

就业指导教育 课程设置 

就业指导课程 
黄李琳 

培养目标 

创新创业 自设 

职业生涯规划课 黄李琳、钱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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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初拟测评指标（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参考来源 

就业指导教育 

内容和方式 

 指导方式多样化  

黄李琳、钱合激 

教学互动 

 就业宣讲  

教学相关的活动 

生涯教学 
考研考公指导 

创业教育 

就业保障支持 

师资保障 

教师数量 

专业能力 

服务态度 自设 

组织保障 
领导重视程度 钱合激 

管理队伍 
自设 

资源保障 

就业帮扶 

资金 

黄李琳、钱合激 
设备 

就业服务管理 

管理服务 
档案管理 

就业工作告知学生 

职业介绍 
实习 自设 

向用人单位推荐学生 

黄李琳、钱合激 

就业信息传递 

信息服务 

就业网站 

及时性 

信息库建设 

软件平台 
就业情况 

场地、招聘活动 

硬件平台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招聘服务场所 

个性化指导 

教育咨询 
职业咨询 

职业观教育 

个人需求 
能力培养 

学生需求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构建 

在初拟测试的基础上，删除评价最低的指标。统计结果显示学生在“教学相

关的活动”方面大部分学生认为不重要评分最低，因此删除。将课程设置中的“创

新创业”改为“创新创业效果”，与职业生涯中的“创业教育”，从直观理解上

容易混淆，前者主要偏向课程教学效果，后者偏向于学校对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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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的具体形式。“就业帮扶”替换成“就业补助”，就业帮扶主要是学校

对就业困难学生物质、学习指导上的一对一帮扶，就业补助指标则范围更广涵盖

了应届生困难资金资助。最后与导师详细探讨后确定表 3.2 所示指标体系： 

表 3.2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就业指导教育 

课程设置 

就业指导课程 

培养目标 

创新创业效果 

职业生涯规划课 

内容和方式 

 指导方式多样化  

教学互动 

 就业宣讲  

生涯教学 
考研考公指导 

创业教育 

就业保障支持 

师资保障 

教师数量 

专业能力 

服务态度 

组织保障 
领导重视程度 

管理队伍 

资源保障 

资金 

就业补助 

设备 

就业服务管理 

管理服务 
档案管理 

就业工作告知学生 

职业介绍 
实习 

向用人单位推荐学生 

就业信息传递 

信息服务 

就业网站 

及时性 

信息库建设 

软件平台 
就业情况 

场地、招聘活动 

硬件平台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招聘服务场所 

个性化指导 

教育咨询 
职业咨询 

职业观教育 

个人需求 
能力培养 

学生需求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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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问卷设计依据 

设计科学合理的问卷，是测量学生满意度非常重要的部分。为了保证问卷的

质量，本文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封闭式问题，采用“漏

斗”原则先从学生对就业指导课程进行一般性问题提问，再到教学效果、老师和

就业管理人员的满意度具体相关问题逐步进行展开。围绕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

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 5 个方面分析该校学生对学

校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程度。对于比较沉闷基本个人信息例如性别、年级、就读

年级、专业及学校就业服务的建议，放在第二部分为半封闭式问题中，增强学生

完成问卷的动力。基本信息设计了 4 项需要学生自己填写的部分，半封闭式问题

主要在于收集学生对学校就业服务的建议，可以更好的了解不同学生的需求和意

见。在一级指标下分别设置二级指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据二级指标细化成

三级指标具体的每一项问题，总共设置 32 道题，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本研究中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对指标进行测量，每个问题选项满意程度分别

包括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及很不满意，按照满意度进行分为 5 个等级分

别为：5 分“很满意”、4 分“满意”、3 分“一般”、2 分“不满意”和 1 分“很

不满意”。 

3.2.3 访谈设计依据 

在问卷调查关于高校就业服务大学生满意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保

证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更加深入的了解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的基本情况，弥补

问卷调查的不足。首先拟定访谈人员，访谈采用一问一答，一一对应的方式进行。

其次与被访谈人员进行预约，确定访谈时间。最后通过微信（Wechat APP）进行

访谈，以电话录音的方式记录，再将访问的录音逐字录入整理编码进行分析。在

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根据就业服务满意度整体均值最高、最低的五个方面和五

个一级指标中满意度均值最低最高，做了更详细的开放式半结构化访谈，总共包

括 15 项具体内容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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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本研究访谈问题概况 

序号 访谈内容 

1 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 

2 考研考公务员指导 

3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4 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 

5 就业服务网站建设 

6 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育 

7 学生就业创业的资助力度 

8 实习、见习或实践基地建设 

9 反馈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10 实践课师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 

11 学生能力的培养 

12 就业流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 

13 学校领导对就业的重视程度 

14 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15 老师的专业能力 

资料来源：SPSS23.0 分析软件整理 

笔者通过对 9 名受访者的访谈记录进行了整理，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整

理成为文本记录。通过不断的梳理文字将访谈文本数据进行整理总结，对原始访

谈数据进行记录，编码范例如下： 

表 3.4 原始资料编码范例 

原始资料（a+） 一阶编码（aa+） 

“这方面的课很少吧（a1），我们学校好像有就业跟

就业引导这种,课堂上内容没什么意思的。（a2）” 

aa1 就业指导方面的课

少 

aa2 课程内容生硬 

“职业生涯这方面的指导课可以说需要（a3）加强一

下。” 
aa3 课程满足不了需求 

 

表 3.5 一阶编码范例 

一阶编码（aa+） 二阶编码（aaa+） 

aa1 就业指导方面的课少 aaa1 课程设置 

aa2 创新创业课程内容生硬；aa3 课程满足不了需求 aaa2 教学效果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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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中所示，首先笔者会对原始文本中的主题句或者关键词给予“a+、b+、

c+、……f+”序号共 9 个标记；其次对标记的主题句或关键词给予概念化的定义，

这个处理为“aa+、bb+、cc+……ff+”序号共 9 个标记；再次对主题概念相同或者

类似的内容进行抽象合并以及归类，使其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将其标记为“aaa+、

bbb+、ccc+……fff+”序号共 9 个标记。访谈结果结合指标体系对具体问题做详细

分析，将其访谈编码标记为“A+、B+、C+……F+”序号，由于编码具体内容较多

详细内容见附录 A-I。 

3.3 研究方法 

3.3.1 文献分析法 

笔者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批判式分析和归纳，为研究提供理

论支撑，把握前沿动态，形成研究思路。首先，界定高校就业服务相关概念，以

高校就业服务为引导，对就业服务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其次，从顾客满意度入

手，借鉴顾客满意度与高校就业服务共性部分。然后，分析各国高校学生满意度

现状及理论的空白点。最后，探讨借鉴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评价体的基础上，结

合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的实际特点，围绕就业服务过程中的五个指标对满意度进行

深入探讨，建立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 

3.3.2 问卷调查法 

设计科学合理的问卷，是测量学生满意度非常重要的部分。本文在深入阅读

大量文献基础上，主要根据铜仁学院大学生实际情形结合黄李琳（2018）、钱合

激（2014）编制量表。问卷通过不断的斟酌完善，经过导师多次指导后设计出严

密正式的问卷，在铜仁学院顺利的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可靠科学的调查数据，再

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为本文后续的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 

3.3.3 访谈法 

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进一步深入了解学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问题，从

而获得更全面的信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了解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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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现状和建议。根据访谈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同时也为提升高校就

业服务学生满意度的对策研究，提供更加有效、具有针对性的方案。 

3.3.4 多种定量研究方 

运用 SPSS23. 0 软件对预测试和实证研究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

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检测及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3.4 研究对象 

铜仁学院 2006 年升为全日制本科院校，市州本科高校中排列第一，在就业

服务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研究具有代表性。问卷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到 2019

年 12 月 27 日，总共发放 400 份问卷。采用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速度快、

费用低，但准确性和精确度有待考量。为了提高数据的回答率准确性和可靠性，

因此本文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法随机实地发放问卷。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进行

资料收集，以自编的开放式问卷为调查工具。本文数据的收集的主要地点为铜仁

学院校园内，主要包括图书馆、食堂、宿舍、教室、实验室五个学生比较集中的

区域发放，对铜仁学院 2016 - 2019 届学生作为本文的主要调研对象。问卷数据收

集的高低直接影响数据的质量，因此笔者在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帮助下亲自发放搜

集数据。通过联系学校辅导员、任课老师以及部分学生，在他们的协助下接触到

被调查的学生。发放问卷期间正处于中国寒冷的冬天高校学生考试前期，大部分

学生都在图书馆自习，因此问卷主要集中在图书馆进行发放 142 份。其次利用学

生在食堂中午用餐期间发放 68 份，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到学生宿舍发放 61 份问卷。

在学术课间休息期间和周一晚上七点班会时间在教室发放 87 份。选择实验室主

要是针对大四学生在校做实验准备毕业论文的学生发放 42 份，考虑到应届生大

部分都在外地实习接触到大四调查对象相对困难。具体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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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问卷发放地点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问卷很难深入了解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的不足之处，因此笔者对铜仁学院 9

名学生进行访谈，深入了解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的现状及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工作

的改善意见等。访谈主要围绕 15 个问题进行，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动。

此次访谈时间从 2020年 2月 20日到 2019 年 2月 25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影响访谈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学生。访谈对象的选择上主要选择了大三、大四和毕

业生，涉及到考研、实习等问题应届生和毕业生可以更加客观的描述学校的具体

情况。笔者就职于铜仁学院通过联系同事推荐学生，再联系被访谈的学生，平均

访谈时间每人约为 27 分钟。 

3.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Excel2007、SPSS23.0 等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编码

输入 Exce12007、SPSS23.0 进行统计。收集相关资料先用 SPSS 23.0 进行信度效

度检验再进行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为研究结论提供资料支撑。运用统计

学分析方法研究探讨铜仁学院学生对就业服务的整体现状、平均值和方差进行比

对分析。在访谈中对文字进行编码，采用二级编码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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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调查统计分析 

铜仁学院位于“中国西部名城”——贵州省铜仁市，2006 年升格为全日制本

科院校，是贵州省首批向应用型转型发展试点高校和全国及省级文明单位。在“软

科 2019 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中，贵州综合性本科高校第六、市州本科高校第

一。铜仁学院将以“办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主线，现有大健康、大数据、国

际学、材料与化学工程、经济管理院、教育学、马克思主义、农林工程与规划学、

人文学、艺术学 10 个学院，本科招生专业 33 个涵盖教育学、工学、理学、文学、

管理学、艺术学、农学等学科门类；在校本科生 7938 人，预科生 527 人，留学

生 668 人，联合培养了全日制研究生 133 人。学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学校坚持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着力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格品质健

全、专业知识坚实、技术技能较强，具有智慧灵性和国际视野及创新精神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本章主要从就业服务现状、问卷调查和访谈三个方面，围绕就业

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进行分析

讨论。 

4.1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现状分析 

4.1.1 就业指导教育现状分析 

铜仁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小而精”，“小”是指学生规模小和学科专业少；

“精”是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校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努力做到“极致”

追求卓越。2015 年学校整体搬迁至川硐教育园区在设施和教学方面进一步提升，

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方面也逐渐完善。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了毕业生就业压力，

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近三年的毕业生人数来看，学校控制

学生规模减少招生， 2017 年 1932 人逐步减少到 2019 年毕业生人数只有 1713

人，如下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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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铜仁学院近三年毕业人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铜仁学院官网公布数据整理 

宋艳琼（2012）就业课程设置决定就业指导内容，是高校开展就业指导教育

教学的关键，是就业指导教育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就业指导方向的体现。在课

程教育上针对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设 18 个学时《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教程》的

课程。少部分部分同学接触到职业规划、《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训练》课程，任

课老师参差不齐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缺少实战演练。在讲座方面多数以道德专题

为主，讲座内容深受学生喜爱。2019 年毕业生对目标岗位技能要求的评价中，仅

有 18%的认为肯定可以，学校在课程上的改善还应该进一步提升，具体评价如下

图所示： 

 
图 4.2 专业课程对目标岗位技能要求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铜仁学院 2019 年就业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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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能为未来的职业选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择业就业过程中正确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履行自己所要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学校没有专门的教师负责指导，应届生在实习、就业宣讲才能接触。在考研方面

学校非常重视，有相关的老师负责指导，安排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为考研学

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场所邀请题名教育、华图、中公、新西南社会培训机构进行辅

导。2017 年考研录取率为 3.8%，到 2019 年录取率增加 1.6%录取达到 5.4%，从

考研录取率来看有所上升。创业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主要是培养大学生

的创业意识、创新能力。中国机会型创业较少，大部分属于生存型创业。应该让

大学生思考自主创业，抓住发展机会，在适合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创业。学校在积

极探索创业教育的开展方式，组织学生参加竞赛，获得国家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0 余项、省级项目 20 余项，获全国“挑战杯”三等奖 1 项、全省“挑战杯”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5 项取得一些成绩。 

学校在就业指导工作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一、针对性，大都局限于课程教学、

讲座宣传、升学辅导等一般性的服务工作，在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意识、实践方

面的指导涉及面小比较缺乏。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对就业需求存在差异，实现

标准化统一指导缺少针对性。 

4.1.2 就业保障支持现状分析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及队伍建

设的几点意见》中指出“高校必须建立并健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在办公

条件、人员等方面给予充分保证。从铜仁学院官网中了解到目前现有教职工 1007

人，其中专任教师 530 人，博士 146 人，硕士 337 人，在专职负责就业工作人员

4 人。就业创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就业工作重心下移，构建起“学校搭台、

院系表演”、层层负责的校专业学院行政班级管理体制。就业创业工作由各专业

院长负责，教学和学生管理副院长执行人，班级辅导员为主要桥梁负责所带班级

的就业创业工作。专职工作人员只负责学校就业工作的上传下达，忙于事务性工

作，而无暇顾及就业教育和职前指导，学生接触最多的是辅导员和专业任课老师。

辅导员队伍参差不齐，很多教师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专业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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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经验开展工作，往往工作落实不到位，完成质量不给力。贵州省属于国家

重点资助贫困地区，从 2019年毕业生 91.8%的生源来自贵州。应届毕业生中 31.9%

属于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扶贫生，贫困生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毕业生在就业求职过

程中需要大量的开销，对于贫困的学生无疑是雪上加霜。学校对就业困难的学生

建立帮扶台账，2019 年发放求职补贴 89 万元资金补助也近一步提升。因此，在

就业保障方面学校对贫困生帮扶力度大，帮扶学生人数多。但负责就业指导专职

教师人数少，指导工作主要由辅导员和任课老师完成。 

4.1.3 就业管理服务现状分析 

规范的就业服务与管理是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前提和保证。对于毕业生在

就业工作管理、单位信息、学生求职登记等方面都要进行科学规范的操作，使就

业工作有章可循，便于操作管理。笔者通过学校官网了解到学生档案、就业流程

这方面的办事指南不明确，学生要通过咨询老师、同学或查询资料了解。学校每

年毕业生师范专业较多，2017 年师范专业毕业生占 58.33%高达一半多。应届生

大多安排周边各学校、高新区、灯塔工业园等地方实习，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

平台，同时缓和高新区企业人手紧张的难题。许正荣（2019）指出高校就业服务

主要考核就业率，对就业质量不太重视。在岗位安排上学校统一安排实习，没有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正确的引导。部分二级院校为了鼓励学生考研，对于考研

的同学则不做要求。因此，学校在就业服务流程上还有待提升，过渡追求就业率、

实习指标定位不准确，对学生就业质量和自身情况的考虑缺乏针对性引导。 

4.1.4 就业信息服务现状分析 

互联网时代就业信息是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用于单位了解应聘者最重要的渠

道。笔者通过浏览学校和各专业学院网站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寥寥无几，就业咨讯

招聘信息近两年的数据几乎没有更新。在毕业生 2019 年的质量报告中显示学生

就业信息来源主要是“校园招聘会”、“各类招聘网站”（均为 18%）学生较为

依赖，其后依次是“学校发布的招聘信息”（14%）、“专业老师提供”（12%）。

如下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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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毕业生就业信息来源 

数据来源：铜仁学院毕业生质量报告 

招聘信息是学生最为关注的部分，就业过程中媒体和相关网站信息成为必要

方式。学生通过学校就业服务网站的获取的就业信息来源非常低，主要通过班级

QQ 群、短信息、微信等渠道，直接将岗位招聘信息推送给毕业生。学校电脑设

备主要集中在机房，主要用于学生计算机等语言类课程作用，并没有设置专门的

就业专业机房及相关的职业测评。因此，学校在就业信息方面重视程度非常低，

信息时代就业网站的更新较慢，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4.1.5 个性化指导现状分析 

铜仁学生属于地方性院校，学校大部分生源来自本省。在招考录取上分数线

相对重点院校分数线较低，学生整体知识水平上要偏低。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高

校注重学生的就业结果，片面的最求就业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指导教育。综合素

质是用人单位聘用人员最重视的因素，从聘用占比来看企业主要关注学生专业应

用技能占 77%、社会实践技能占 72%，对于理论知识和职业证书的注重相对较低。

学校追求就业率缺少对学生就业质量和自身情况的考虑，缺乏针对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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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比较注重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资料来源：铜仁学院毕业生质量报告 

就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大学生就业心理调适与辅导有利于

缓解就业压力带来的心理碰撞。就业咨询括就业形势、就业信息、就业技巧、个

人评价、就业心理等咨询。了解到学生大多通过辅导员或朋友提供帮助，具体的

咨询服务很少接触。正确的价值观、就业观，影响到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小康

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实现个人

价值是服务国家需要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2019 年 12 月 16 日到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铜仁学院进行实地发放 400 份

纸质问卷。问卷总共回收 355 份，回收率为 88.75%。为了提高问卷的信效度，对

问卷进行处理。剔除答题不完整以及答题第二部分有明显错误的问卷 101 份，一

共收回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回收率 63.5%。从性别上看人数不存在性别上的大

差距男生人数为 119 人占 46.85%，可以看出性别上差别不大男女比例较适中。从

年级结构上来看，大一占 19.29%、大二占 14.57%所占比相对较小，大一、大二

的学生入校时间较短，离毕业时间较长对就业的方面了解相比偏少。调查对样本

基本情况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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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问卷有效样本结构 

人口学变量 分类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19 46.85% 

女 135 53.15% 

年级 

大一 49 19.29% 

大二 37 14.57% 

大三 80 31.50% 

大四 88 34.65% 

专业 

教育学 21 8.27% 

工学 79 31.10% 

农学 46 18.11% 

文学 74 29.13% 

管理学 26 10.24% 

艺术学 8 3.15%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为例了增加调查问卷收集的可靠性更加真实的了解学生的真实感受和想法，

因此问卷针对大三、大四的学生偏多。大三占 31.5%、大四占 34.65%所占比例较

大，学生即将毕业对就业相对比较关注。专业的划分主要参考按照中国 1997 年

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的学科、专业目录》13 个学科目录，

根据有效问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划分。从专业上来看，主要包括了教育学、

工学、农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六大类。工学中主要含有物理学、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占

31.10%比例较高。其次是文学占 29.13%，主要有汉语言文学、秘书学、英语三

个专业。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 2020 年 2 月 15 日到 2019 年 2 月 25 日，笔者

通过微信与 9 名学生进行访谈。从性别上来看女比例相差不大男生占 44.44%，女

生总共 5 人占比为 55.56%。从年级结构上来看大三学生 2 人，大四应届生 3 人，

毕业生占 44.44%人数相对较多。访谈对象多数为已经毕业生的学生，主要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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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考研、实习就业方面经验较丰富对就业方面了解更详细。访谈的基本情况如

下表 4.2 所示： 

表 4.2 本研究受访者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时间（分钟） 

A 同学 女 大三 商务英语 30.13 

B 同学 女 毕业生 化学师范 31.09 

C 同学 女 毕业生 汉语文学 28.2 

D 同学 男 毕业生 化学师范 37.27 

E 同学 男 大三 食品专业 21.49 

F 同学 男 毕业生 精细化工 19.12 

G 同学 男 大四 材料物理 31.31 

H 同学 女 大四 生物科学 25.5 

I 同学 女 大四 秘书学 32.49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访谈整理 

4.3 信效度检验 

4.3.1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社会调查中使用最高的的信度检验方法为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Nunnally 提出通常情况下一般探索性研究中 Cranbach's a

系数达到 0.6 以上即认为其可信度较高。α在 0~1 之间，越接近 1 调查信度越高；

α>0.8 时，表示量表信度很好；0.7~0.8 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如果

是在 0.6~0.7 范围内，表示量表也可以接受但需改进。其中 k 是题项数，Si2 为第

i 个评价指标被试得分的题内方差，ƩSi2 是全部题总方差;Sx2 为各个被试总分的

样本方差，反映各项评价给整个指标体系所评分数的变异程度。计算公式为： 

a= （K/（K-1）*（1-（ƩSi2/S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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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问卷可靠性统计量克隆巴赫系数 

因素指标 题项 Cronbach's alpha 

就业指导教育 9 0.939 

就业保障支持 8 0.918 

就业服务管理 4 0.888 

就业信息传递 7 0.924 

个性化指导 4 0.891 

样本总体信度 32 0.978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上表 4.3 可以看出，通过运用 SPSS23.0 软件计算总样本 a 系数为 0.978 信

度值很高，分样本各个潜变量的 Cronbach（a）系数均在 0.780 - 0.939 之间。就

业管理服务 a 系数 0.888 相对较低，0.888 > 0.8 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因此综合

分析本问卷整体信度较高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3.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主要是测量问卷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值

进行分析。KMO 越接近 1，变量的相关性越强；KMO 越接近 0，变量的相关性

越弱。Kaiser（1974）得出常用的 KMO 度量标准：其值在 0.9 以上，表示非常适

合做因子分析；在 0.8-0.9 之间，表示很适合；在 0.7-0.8 之间，表示一般；在 0.6-0.7

之间，表示不太合适；在 0.5-0.6 之间，表示很差；在 0.5 以下应该放弃。 

表 4.4 整体量表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7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047.253 

自由度 496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4 可以看出，本研究整体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7047.253，自由度是 496，显著性为 0.000 < 0 达到显著性水平，KMO 值为 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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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研究调查问卷整体效度较高。问卷的测评指标设计合理，变量之间相关性

显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4.5 就业指导教育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48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606.047 

自由度 36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上表 4.5 数据可以看出，就业指导教育的 KMO 值为 0.948 在 0.9 以上，表

明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结果为 1606.047，达到了

显著性水平，表明就业指导教育中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变量就业指导教

育满意度效度较好。 

表 4.6 就业保障支持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2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02.413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6 数据可以看出，就业保障支持的 KMO 值为 0.929 在 0.9 以上，表明

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结果为 1202.413，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表明就业保障支持中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变量就业保障支持

满意度效度较好。 

表 4.7 就业管理服务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83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64.089 

自由度 6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7 数据可以看出，就业管理服务的 KMO 值在 0.8<0.836<0.9，表明很

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结果为 546.089，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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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就业管理服务中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变量就业管理服务满意度效度

较好。 

表 4.8 就业信息服务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916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72.191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8 数据可以看出，就业信息服务的 KMO 值为 0.916 在 0.9 以上，表明

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结果为 1172.191，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表明就业信息服务中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变量就业信息服务

满意度效度较好。 

表 4.9 个性化指导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827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76.395 

自由度 6 

显著性 .0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9 数据可以看出，个性化指导的 KMO 值在 0.8 < 0.827 < 0.9 以上，表

明很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结果为 576.395，达到了显

著性水平，表明个性化指导中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变量个性化指导满意

度效度较好。 

因子分析是对问卷的项目进行降维，使得较少的成分解释内在结果。通过各

个变量的检测，表明变量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的最大方

差旋转归类降维，进行因子分析。抽取五个公共因子，对特征值大于 0.5 的主要

因子分析。提取出五个主因子累计总方差解释为 71.439%，根据理论研究，信息

损失量在 30%以内符合解释量的标准。具体结果如下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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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总方差解释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

比 

累

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

比 

累

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

比 

累

积 % 

1 19.14 59.813 59.813 19.14 59.813 59.813 7.306 22.83 22.83 

2 1.428 4.461 64.274 1.428 4.461 64.274 6.392 19.974 42.804 

3 0.886 2.769 67.043 0.886 2.769 67.043 3.959 12.372 55.176 

4 0.758 2.37 69.413 0.758 2.37 69.413 2.864 8.949 64.125 

5 0.648 2.026 71.439 0.648 2.026 71.439 2.341 7.314 71.439 

6 0.609 1.902 73.341       

7 0.588 1.836 75.178             

8 0.564 1.761 76.939       

9 0.55 1.717 78.657       

10 0.499 1.56 80.216       

11 0.469 1.465 81.681       

12 0.461 1.465 81.681       

13 0.434 1.357 84.478       

14 0.403 1.26 85.738       

15 0.39 1.219 86.957       

16 0.358 1.118 88.076       

17 0.348 1.088 89.163       

18 0.327 1.02 90.184       

19 0.303 0.947 91.13       

20 0.296 0.924 92.054       

21 0.286 0.895 92.949       

22 0.273 0.853 93.802       

23 0.266 0.831 94.633       

24 0.254 0.792 95.425       

25 0.235 0.735 96.16       

26 0.216 0.674 96.834       

27 0.195 0.608 97.442       

28 0.182 0.57 98.012       

29 0.172 0.536 98.548       

30 0.169 0.529 99.077       

31 0.153 0.477 99.553       

32 0.143 0.447 1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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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就业服务满意度总体情况分析 

运用统计软件 SPSS23.0 对测量结果作统计处理，主要包括就业指导教育、

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五项指标以及各个指

标平均值分析。样本数 N 为 254 计算对非常满意前五位、非常不满意的前五位和

平均值的前后五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每个问题统计分析中对应李克特量表，最

高分为 5 分即“非常满意”，最低分为 1 分即“非常不满意”。分值 5 和 4 评价

趋于满意，3 分为中立评价，分值 2 和 1 评价趋于不满意。标准差主要考虑数据

中每一个数值与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进而判断学生评价的波动状态。下面是对各

一级指标的详细分析过程。 

4.4.1 关于就业指导教育的满意度分析 

对就业指导教育满意度的 9 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从结果来看把“非常满意”

和“满意”视为肯定的意见。学生对就业指导教育的评价在 55.51%-66.14%表示

肯定的态度，在实践课师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Q6）中有 66.14%的学生认为非

常满意或满意，有学生表示老师的授课方式也是比较幽默易懂而且很有耐心，说

明老师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很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对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Q3）

和考研考公务员指导（Q8）否定的评价占比高达 12.2%.其中就业指导课程设置

（Q1）占 3.94%，就业指导教育与其它指标相比满意度最低。 

表 4.11 就业指导教育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就
业
指
导
教
育 

就业指导课程 28.35% 32.68% 31.10% 3.94% 3.94% 

培养目标 16.54% 40.94% 31.89% 8.27% 2.36% 

创新创业效果 28.35% 28.74% 30.71% 9.45% 2.76% 

职业生涯规划课 22.05% 33.46% 33.07% 9.06% 2.36% 

 指导方式多样化  26.77% 29.53% 32.28% 9.06% 2.36% 

教学互动 26.38% 39.76% 24.80% 7.09% 1.57% 

 就业宣讲  27.17% 31.89% 32.68% 7.09% 1.18% 

考研考公指导 21.26% 36.22% 30.31% 9.06% 3.15% 

创业教育 26.77% 35.04% 27.17% 7.48% 3.54%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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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就业指导教育的 9个涉及到的问题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均值

最低 3.61，低于总体 3.71 的的平均分。从下表可以看出第 8 题实践课师生的关心

和互动情况 3.83，相差 0.22 远高于平均得分。标准差处于 0.94-1.06 之间，说明

整体波动不明显评价有较好的一致性。教育部将就业率列入高校考核因素之一，

严峻的就业压力下高校开始重视就业指导服务，过于片面的注重就业率忽视了就

业质量。从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问题的评价均值 3.61 分，评价很低仅

有 16.54%的学生认为非常满意。面对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巨大的就业压力下，部分

学生选择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继续深造。铜仁学院 2019 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1713 人，

根据《铜仁学院 2019 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年度报告》显示 93 人选择毕业后

升学，升学比例为 5.4%。考研考公务员指导满意度平均值 3.63 分，学校在升学

指导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表 4.12 就业指导教育方面满意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评价指标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就
业
指
导
教
育 

Q01 就业指导课程设置 3.78  1.03  

Q02 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 3.61  0.94  

Q03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 3.70  1.06  

Q04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3.64  1.00  

Q05 就业指导服务方式的多样化 3.69  1.04  

Q06 实践课师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 3.83  0.96  

Q07 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法律的宣讲 3.77  0.97  

Q08 考研考公务员指导 3.63  1.02  

Q09 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 3.74  1.05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4.4.2 关于就业保障支持的满意度分析 

对就业保障支持满意度的 8 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通过对上表的分析来看，

“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占 59.84%-75.59%，结果表明超过五分之三的同

学对就业保障支持感到满意。其中，老师的专业能力（Q11）评价都最高占 75.59%，

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Q12）占 69.69%，学生满意度很高远高于平均值。

在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即否定态度的学生结果为 3.54%-10.24%，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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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指导教育指标平均值低 2.88，差距较大。其中最不满意度的是就业指导服

务教师的数量（Q10）占 10.24%，说明专业指导老师非常欠缺。满意度“一般”

的学生占 28.25%，相较其他四个指标中最低的一个，说明持中立态度的学生较少。 

表 4.13 就业保障支持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就
业
保
障
支
持 

教师数量 26.77% 33.07% 29.92% 6.69% 3.54% 

专业能力 27.56% 48.03% 18.90% 4.72% 0.79% 

服务态度 26.77% 42.91% 26.77% 2.76% 0.79% 

领导重视程度 28.35% 39.37% 26.38% 5.12% 0.79% 

管理队伍 23.23% 38.19% 31.50% 5.91% 1.18% 

资金 22.05% 38.19% 30.31% 7.48% 1.97% 

就业补助 26.77% 35.04% 28.74% 7.48% 1.97% 

设备 27.56% 29.92% 33.46% 6.30% 2.76%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表 4.13 可以数据可以得出，学生对就业保障支持的整体满意度相对较高。

整体的平均值为 3.81，但每个问题与整体均值有一定差距，其中最低值为学生就

业创业的资助力度（Q15）为 3.71 低于总体的平均分。老师的专业能力平均值最

高占 3.97，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Q12）和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Q13）

紧跟其后。标准差处于 0.84-1.04 之间，表明就业保障支持整体波动不大，学生的

评价趋于一致。 

表 4.14 就业保障支持方面满意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评价指标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就
业
保
障
支
持 

Q10 就业指导服务教师的数量 3.73  1.04  

Q11 老师的专业能力 3.97  0.85  

Q12 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3.92  0.84  

Q13 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 3.89  0.90  

Q14 就业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 3.76  0.92  

Q15 学生就业创业的资助力度 3.71  0.96  

Q16 就业困难学生一对一帮扶 3.77  0.99  

Q17 就业服务中使用的设备 3.73  1.02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48 

4.4.3 关于就业管理服务的满意度分析 

对就业管理服务满意度的 4 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通过数据可以得出，学生

对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Q20）认为非常满意度的评价仅占 17.32%。就业管理服

务认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学生仅占 55.51%-61.81%，结果表明感到满意

的学生不足五分之三。其中，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Q21）评价不满意

都最高占 9.84%。满意度“一般”的学生占 33.37%，相较其他四个指标中持中立

态度的学生较多。 

表 4.15 就业管理服务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就
业
管
理
服
务 

档案管理 26.38% 35.43% 31.89% 5.12% 1.18% 

就业工作告知学

生 
29.13% 32.68% 34.25% 2.76% 1.18% 

实习 17.32% 42.13% 32.68% 5.12% 2.76% 

向用人单位推荐

学生 
25.59% 29.92% 34.65% 7.87% 1.97%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在就业管理服务中的 4 个问题比一个指标的平均值相对较低，就业流程、材

料转递信息服务（Q19）为 3.86 得分最高。标准差处于 0.91-1.00 之间，其中向社

会和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Q21）的波动较低，其它三个问题整体评价上评价差

距相差不大。学生对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平均值只有 3.66 分，每个学生毕业后都

有不同的就业方向，学校多提供实习的选择机会，让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

积累更多经验为以后找到工作多一点希望。 

表 4.16 就业服务管理方面满意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评价指标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Q18 就业手续的办理 3.81  0.93  

就业管 Q19 就业流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 3.86  0.91  

理服务 Q20 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 3.66  0.92   
 Q21 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 3.69  1.00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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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关于就业信息服务的满意度分析 

对就业信息服务满意度的 7 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从表 4.17 可以数据可以得

出，学生对就业信息服务的积极评价在 57.87%-65.35%之间。非常满意中反馈往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Q25）占比最高，达到 26.38%，其次是学生对实习、见习或

实践基地建设（Q27）满意度最高占 65.35%。招聘场地、洽谈室场所（Q28）“不

满意”占最高 12.99%，其次是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Q23）12.20%和就业服务

网站建设（Q22）11.81%，在整体指标中满意度较低。持中立态度的学生不足三

分之一，比重在 24.41%-33.46%之间相差不大。 

表 4.17 就业信息服务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非常满

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就
业
信
息
服
务 

就业网站 24.80% 33.07% 30.31% 9.45% 2.36% 

及时性 25.20% 35.04% 27.56% 10.24% 1.97% 

信息库建设 22.44% 36.61% 32.68% 6.69% 1.57% 

就业情况 26.38% 33.86% 33.46% 5.51% 0.79% 

场地、招聘活动 25.98% 34.65% 31.10% 7.09% 1.18%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25.98% 39.37% 24.41% 8.66% 1.57% 

招聘服务场所 28.35% 31.10% 27.56% 11.81% 1.18%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结果可以看出，7 个指标中最低的是就业服务网站建设（Q22）仅有 3.69

低于整体满意度平均分。其次是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Q23）、实习基地以及

基地信息库建设（Q24）、招聘场地、洽谈室场所（Q28）。标准差介于 0.92-1.04

之间，相差 0.12 都保持一致的态度波动较小。在信息时代中高校的就业服务网络，

是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相互了解、沟通最便捷重要的平台。实习基地和招聘会工

作的不完善，学生不能充分的了解就业市场，把握职业发展方向。在就业信息发

布的及时性，影响学生对信息的获取速度和就业机会。高校在就业信息资源上的

的不足，就业信息服务意识的欠缺会直接影响毕业生与招聘公司间存在信息差

距。就业服务网站建设的平均分仅有 3.69 分，满意度评价很低不能满足学生的需

求。如下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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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就业信息传递方面满意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评价指标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就
业
信
息
传
递 

Q22 就业服务网站建设 3.69  1.02  

Q23 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 3.71  1.02  

Q24 实习基地以及基地信息库建设 3.72  0.94  

Q25 反馈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3.80  0.92  

Q26 校园招聘活动及效果 3.77  0.96  

Q27 实习、见习或实践基地建设 3.80  0.98  

Q28 招聘场地、洽谈室场所 3.74  1.04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4.4.5 关于个性化指导的满意度分析 

对就个性化指导满意度的 4 个三级指标进行比较，个性化指导“非常满意”

和“满意”处于 57.48%-63.39%之间，学生回答表示满意的占五分之三，其中有

12.99%的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就业咨询服务评价（Q29）不满意，满意度“一般”

的学生维持在 30%左右。在职业观教育中认可度相对较低，仅有 57.48%的学生

持认可态度。在能力培养指标中，学生整体评价趋于一致，学生的整体认可度较

高。 

表 4.19 个性化指导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一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

满意 

个
性
化
指
导 

职业咨询 27.56% 31.50% 27.95% 10.63% 2.36% 

职业观教育 24.80% 32.68% 31.89% 9.06% 1.57% 

能力培养 28.74% 34.65% 30.71% 5.12% 0.79% 

学生需求 29.13% 32.68% 27.95% 8.27% 1.97%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个性化指导指标中学生能力的培养（Q31）3.85 得分最高，其次是学校对学

生具体情况的了解（Q32）高于平均值，平均分为 3.79 分。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

育（Q30）3.7 分，得分略低于平均值在指标中最低。所有问题中标准差最高为

1.06，最低是 0.92 相差不大，表明个性化指导问题持有一致的态度整体波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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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个性化指导方面满意度描述性统计量表 

评价指标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个
性
化
指
导 

Q29 学校提供的就业咨询服务 3.71  1.06  

Q30 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育 3.70  0.99  

Q31 学生能力的培养 3.85  0.92  

Q32 对学生具体情况的了解 3.79  1.02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通过对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

化指导指标的详细的分析，学生对铜仁学院就业服务满意度的整体情况来看，就

业服务总体满意度不高，就业指导教育平均值最低为 3.71 分，表明就业指导教育

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学校在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业保障支持最

高达到了 3.81 分，表明学生对就业保障支持满意度较高。按照满意度平均值从高

到低的排名依次为：就业保障支持、个性化指导、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

就业指导教育。 

表 4.21 铜仁学院学生整体就业服务满度 

指标评价 平均值 标准差 

就业指导教育 3.71 1.01  

就业保障支持 3.81 0.94  

就业管理服务 3.75 0.94  

就业信息服务 3.74 0.98  

个性化指导 3.76 1.00  

整体满意度 3.754 0.98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根据所有评价中前五个问题最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指标进行分析。更加清晰

的了解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情况，从而发现问题为后文的建议提供可靠的

数据保障。从“非常满意”的结果来看，就业流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Q19）

和对学生具体情况的了解（Q32）所占比例一样达到 74 人。其次是学生能力的培

养（Q31），有 28.74%的同学非常满意。同时，可以看到就业指导课程设置（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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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Q3）比例相同，学生对课程设置中的满意度持肯定评

价的也很高，整体分析前五个非常满意占比学生的人数相差不大。 

表 4.22 铜仁学院学生评价“非常满意”最高占比分布 

非常满

意排名 
题号 评价问题 人数 百分比 二级指标 

1 Q19 就业信息服务 74 29.13% 管理服务 

2 Q32 对学生具体情况的了解 74 29.13% 个性化指导 

3 Q31 学生能力的培养 73 28.74% 个性化指导 

4 Q1 就业指导课程设置 72 28.35% 课程设置 

5 Q3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 72 28.35% 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前五个占比最低的学生评价非常满意结果来看，有 10 名同学对就业指导

课程设置（Q1）持否定态度，其次是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Q9）和就业

指导服务教师的数量（Q10）都占 3.54%。铜仁学院学生评价最低占的排名中整

体人数相差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有四个问题都在就业指导教育指标中，说明学

校在就业指导方面满意度很低需要进行一步改善提升。如下表 4.23 所示： 

表 4.23 铜仁学院学生评价“非常不满意”最高占比分布 

非常满

意排名 

题

号 
评价问题 

人

数 
百分比 二级指标 

1 Q1 就业指导课程设置 10 3.94% 课程设置 

2 Q9 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 9 3.54% 生涯教学 

3 Q10 就业指导服务教师的数量 9 3.54% 师资保障 

4 Q8 考研考公务员指导 8 3.15% 生涯教学 

5 Q3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 7 2.76% 课程设置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在所有调查的 32 个问题里选取 5 个平均值最高的进行分析。通过上表的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评价问题都达到了 3.85 以上，老师的专业能力（Q9）平均值达

到 3.97 最高。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对着 5 个肯定态度的回答中，前两个老师的专业

能力（Q11）和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Q12）都属于师资保障。前五位

的标准差在 0.84-0.92 之间波动较小，说明在此类问题上的态度学生基本趋于一

致。如下表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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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铜仁学院学生满意度最高平均值分布 

前五

位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

值 

标准

差 
二级指标 

1 Q11 老师的专业能力 3.97  0.85  师资保障 

2 Q12 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3.92  0.84  师资保障 

3 Q13 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 3.89  0.90  组织保障 

4 Q19 就业流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 3.86  0.91  管理服务 

5 Q31 学生能力的培养 3.85  0.92  个性化指导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Q02）的平均值最低

为 3.61 分，比整体的平均得分低 0.144 分。其次是考研考公务员指导和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分别为 3.63 和 3.64 的平均值。平均值最低的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

与实用性（Q02）与平均值最高的老师的专业能力（Q9）相差 0.36 分，说明学程

设置中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而标准差介于 0.92-1.02 之校在课间，差距较小波

动不大。如下表 4.25 所示： 

表 4.25 铜仁学院学生满意度最低平均值分布 

后五

位 
题号 评价问题 

平均

值 
标准差 二级指标 

1 Q02 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 3.61  0.94  课程设置 

2 Q08 考研考公务员指导 3.63  1.02  生涯教学 

3 Q04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3.64  1.00  课程设置 

4 Q20 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 3.66  0.92  职业介绍 

5 Q22 就业服务网站建设 3.69  1.02  信息服务 

资料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综合就业服务的五个一级指标，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

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评价值和标准差满意度的结果分析，得出以下几

个结论： 

第一，铜仁学院学生对就业指导教育指标满意度最低，并且低于整体平均值

3.75 分。学生非常满意度的是就业指导课程设置、实践课师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

学生对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考研考公务员指导满意

度很低，评价非常不满意的人数占比较多，学校在课程教学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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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业保障支持指标学生满意度的评价最高，整体平均值达到 3.81 分。

其中，老师的专业能力、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得

到学生一直的肯定行评价，学校老师以及校领导工作能力和态度得到学生的认

可。但是在就业指导服务教师的数量上有 3.54%的同学认为非常不满意，说明学

校教师数量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第三，就业服务指标中学生整体评价相差不大，持比较中立的态度。就业流

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满意度最高占 29.13%，但在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上满意度

较低，平均值仅有 3.66 分。学校在管理上评价一致，学生实习安排还有待提升。 

第四，就业信息服务这一指标学生评价比较趋于一致，波动较小。学生对实

习、见习或实践基地建设和反馈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比较认可，平均值高于整体

水平都达到 3.8 分。学校招聘场地、洽谈室场所和就业服务网站建设，不能满足

学生的需求满意度较低。 

第五，学生对个性化指导指标的满意度比较趋进整体评价，其中学生能力的

培养、学校对学生具体情况的了解平均值和非常满意的占比较高。学校提供的就

业咨询服务持否定态度的学生占 12.99%，满意度非常低。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育

上平均值仅有 3.7 分满意度很低，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第六，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工作与学生的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提

升改善。就业服务满意度整体的为 3.754 分，学生对就业服务的满意度一般。各

指标满意度整体平均值从高到低的排名依次为：就业保障支持、个性化指导、就

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就业指导教育。 

4.5 就业服务满意度相关性指标分析 

4.5.1 性别与就业服务满意度关系 

在调查中对不同性别的同学进行随机发放问卷，男女比例约为 1:1.1，男生有

效回收 119 份，女生有效回收 135 份。2019 年毕业生人数女生 979 人，占 57.2%；

男生 734 人，占 42.8%。女生占比高于男生占比。从整体数据来看，认为非常满



 55 

意的男生占比 27.84%，相比女生高出 4.14%。男生认为满意的占比 36.88%，比

女生高 3.04%。满意度持中立态度认为一般的，女生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占 33.47%，

比男生高 7.46%。在不满意度和非常不满意的评价中男女评价趋于一致，人数相

差不大。具体如下图 4.5 所示： 

 
图 4.5 不同性别学生对就业服务总体满意度评价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利用平均值和标准差对不同性别对不同指标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更加深入

的了解性别对满意度的影响。从整体满意度的平均值来看，男生占比为 3.81 高于

女生。从结果来看，不同的一级指标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值得关注的是五个指

标中男生的评价都高于女生。女生对满意度的评价最高的指标是就业保障支持得

分 3.75，其它指标按照平均值高低排序依次为就业管理服务、个性化指导、就业

信息服务、就业指导教育。男生对满意度的评价最高的指标是就业保障支持得分

3.88，其它指标按照平均值高低排序依次为个性化指导、就业信息服务、就业管

理服务、就业指导教育。差异最大的指标为个性化指导男生得分 3.81，女生占比

3.70 相差 0.14，说明男女生对个性化指导满意度存在差异，男生的满意度也远高

于女生。男生对满意度问题评价较低的三个问题是考研考公务员指导（Q8）平均

值 3.62、就业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Q2）平均值 3.65 和推荐实习岗位的

安排（Q20）平均值 3.66。而女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指导（Q4）平均值 3.56、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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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材的专用性与实用性（Q2）平均值 3.58、就业服务网站建设（Q22）平均

值 3.58 的评价更低，说明不同性别之间对评价评价问题存在差异。 

表 4.26 不同性别学生对各项指标满意度差异 

指标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差 对比 

就业指导教育 

男 3.75  1.02  

男>女 
女 3.68  1.00  

就业保障支持 

男 3.88  0.94  

男>女 
女 3.75  0.94  

就业管理服务 

男 3.79  0.96  

男>女 
女 3.72  0.92  

就业信息服务 

男 3.81  1.01  

男>女 
女 3.68  0.96  

个性化指导 

男 3.84  1.04  

男>女 
女 3.70  0.96  

整体差异 

男 3.81  0.99  

男>女 
女 3.71  0.96  

数据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4.5.2 年级与就业服务满意度关系 

通过调查数据样本收回 254份，就业服务的满意度占比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

大二占比 75.25%>大一占比 69.17%>大三占比 50.47%>大四占比 59.77%，随着年

级越高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不同年级整体满意度和各指标满意度进行比较分

析，可以看出满意度存在较大差异。整体平均值介于 3.73-4.11 之间，大四的满意

度得分最低平均值仅 3.73 分。标准差的平均值为 0.92，除大三以外其他年级都较

低，说明不同年级对高校就业服务的满意度态度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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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年级学生对就业服务总体满意度评价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 SPSS23.0 软件分析 

不同年级满意度的评价在五个一级指标中，平均值和满意度的排序一致。各

一级指标中的平均值大二学生评价最高，其次是大一、大三和大四学生，整体满

意度大二的平均值 4.11 比大一高出 0.14 分。就业指导教育的整体平均分最低，

其次是就业管理服务和就业信息服务。各项因素的得分中最高的是大二学生对就

业保障支持的平均分高达 4.18，而大三学生对就业管理服务评分最低仅有 3.47

分。大三、大四的学生标准差的值波动较高，不同年级对满意度存在差异。 

表 4.27 不同年级学生对各项指标满意度差异 

指标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对比 

就业指导教育 

大一 3.90  0.89  
大二>大

一>大四>

大三 

大二 3.99  0.92  

大三 3.47  1.01  

大四 3.70  1.05  

就业保障支持 

大一 4.02  0.78  
大二>大

一>大四>

大三 

大二 4.18  0.82  

大三 3.53  0.98  

大四 3.8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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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不同年级学生对各项指标满意度差异（续） 

指标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对比 

就业管理服务 

大一 3.91  0.78  
大二>大

一>大四>

大三 

大二 4.17  0.80  

大三 3.47  0.96  

大四 3.76  0.97  

就业信息传递 

大一 4.02  0.93  
大二>大

一>大四>

大三 

大二 4.15  0.90  

大三 3.46  0.96  

大四 3.68  1.02  

个性化指导 

大一 3.97  0.89  
大二>大

一>大四>

大三 

大二 4.15  0.91  

大三 3.50  0.93  

大四 3.72  1.08  

整体满意度 

大一 3.97  0.83  

大二>大

一>大三>

大四 

大二 4.11  0.87  

大三 3.94  0.97  

大四 3.73  1.02  

数据来源： SPSS23.0 软件分析 

4.5.3 专业与就业服务满意度关系 

 
图 4.7 不同专业学生对就业服务总体满意度评价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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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54 份有效问卷回收，从图 4.7 可以得出，本调查主要分为教育学、工

学、农学、文学、管理学、艺术学六大专业在不同学科间满意度进行比较。学生

对铜仁学院就业服务满意度“非常满意”的是工学，占 38.49%，其次是艺术学占

比 30.86%。对“非常不满意”的评价最低是 4.95%，说明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对就

业服务满意度最低。 

表 4.28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各项指标满意度差异 

指标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对比 

就业指导教

育 

教育学 3.33  0.97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文学>农学>教育

学 

工学 3.99  0.95  

农学 3.54  1.05  

文学 3.59  0.97  

管理学 3.72  1.05  

艺术学 3.94  0.93  

就业保障支

持 

教育学 3.36  0.85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农学>文学>教育

学 

工学 4.11  0.87  

农学 3.72  0.90  

文学 3.64  0.95  

管理学 3.83  1.01  

艺术学 4.03  0.87  

就业管理服

务 

教育学 3.21  1.02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文学>农学>教育

学 

工学 4.09  0.86  

农学 3.57  0.87  

文学 3.62  0.89  

管理学 3.81  0.97  

艺术学 3.93  1.04  

就业信息传

递 

教育学 3.10  1.07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农学>文学>教育

学 

工学 4.09  0.91  

农学 3.63  0.95  

文学 3.60  0.88  

管理学 3.76  1.05  

艺术学 3.91  1.05  

个性化指导 

教育学 3.13  1.07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农学>文学>教育

学 

工学 4.07  0.96  

农学 3.66  0.93  

文学 3.65  0.90  

管理学 3.82  1.15  

艺术学 3.84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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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不同学科学生对各项指标满意度差异（续） 

指标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对比 

整体差异 

教育学 3.25  0.98  

工学>艺术学>管理

学>文学>农学>教育

学 

工学 4.06  0.91  

农学 3.60  0.96  

文学 3.62  0.93  

管理学 3.78  1.04  

艺术学 3.94  0.95  

数据来源：SPSS23.0 软件分析 

一级指标中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满意度同样存在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4.28 所

示。学生在满意度的整体评价上，工学专业的学生平均分最高。其次是艺术学专

业，整体平均分最低的是教育学专业，平均值为 3.25。就业保障支持工学平均值

最高，达到 4.11 分。从整体来看工学满意度大于艺术学，管理学满意度大于文学。

工学、农学、文学专业的整体满意度平均值比较接近，评价差异较小。工学和农

学的学生在各项指标的平均分比其他学科都高，而教育学都偏低尤其是就业信息

服务指标中平均值仅占 3.1 分。就业保障支持中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高于整体评

价水平，说明就业保障支持学生持肯定评价比较一致。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

服务和个性化指导与整体评价相差不大，评价趋于一致。 

4.6 就业服务访谈分析 

4.6.1 就业指导教育访谈分析 

宋艳琼（2012）就业课程设置决定就业指导内容，是高校开展就业指导教育

教学的关键，是就业指导教育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就业指导方向的体现。大部

分同学只接触了创新创业课程一门课，大一学生刚进入校园对于学习、专业、就

业处于迷茫阶段，缺少准确定位和发展方向。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对课程设置课程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课程太少”出现 7 次，对课程“记忆模糊、开课时间太长”

频率为 6 次，“课程内容和效果”不佳出现 5 次，在指导方式普遍都是听取讲座

方形式非常单一。在考研考公指导中访谈学生一致认为，学校老师非常重视考研

从大一开始不断的鼓励，但是盲目跟风没有结合个人情况导致考研录取率非常

低。理论知识的学习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访谈中了解到学校的实践次数和时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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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就业指导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缺乏实战演练，理科学生相对更少只有在大

三或毕业时才能接触到一次。语言类和文秘学专业同学表示实践课程接触较多，

学习时间上根据个人积极程度而定。通过访谈可以得知，学校在就业指导教育方

面，指导课程理论知识和实践课程接触较少。学生在创业、升学上整体比例非常

低，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不强，教师的引导力度不够。除了一门课程开设之外，

大一到大三的学生在就业方面的了解几乎属于空白期，学校重点关注大四学生注

重短期效果，从而忽视是就业服务循序渐进的全过程。 

4.6.2 就业保障支持访谈分析 

李会芹（2015）认为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影响就业服务的质量。学生很少接

触就业专业的指导老师，在访谈中对 “数量不足、没有接触到相关指导”的频

率高达 8 次。宋艳琼（2012）从社会分工理论的角度看，就业指导是随社会分工

发展、职业分化产生的一种专门职业，是一项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工作，涉及面和影响较大，因此需要专业的人员来从事专业性工作。学

生对就业方面的了解大多来源与专业老师，就业方面的问题都是由专业老师课堂

中提及，访谈中就业指导老师“专业性、态度”频率 5 次，学生把专业老师视为

就业指导老师。很多教师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专业学院就业工作与招生、资助、

学工、心理指导等其他学生工作一并放在学生科，专业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精

力、经验，对就业指导了解不全面主观性引导较多，服务质量有待考量。学生在

大学期间专业知识、实践课、考研学习、招聘信息、毕业论文各方面的学习都是

离不开专业老师耐心教导，因此学生对老师的服务态度和专业知识水平上一致比

较认可和问卷调查的评价一致。在创业资金方面大部分学生表示不了解，在资助

上名额较少要求高。学生表示班上毕业生能申请就业困难资金的同学较多，是精

准扶贫和家庭困难的学生都能获得 1000 元补助。贵州属于重点脱贫地区，贫困

学生多国家资助力度大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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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就业管理服务访谈分析 

规范的就业服务与管理是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前提和保证。学生对党组织

关系工作非常认可，但对就业流程上不太清楚。实习的目的主要是将学生在校学

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以后在就业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岗位安排上不合理，没有结合学生实

际情况进行正确的引导，学生表示学校除了考研学生都必须实习。学校会推荐公

司、行政单位实习，在实习结束后应聘录取率非常低。访谈中学生对学校安排实

习感到一般，实习地点选择性虽然多，但在实习过程中岗位选择上并不满意，导

致部分学生出现廉价劳动力的想法。注重实习证明而没有考虑到学生需求的频率

出现 5 次，实习是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个过程，工作岗位应适应学生的发展

和能力的发挥。 

4.6.4 就业信息服务访谈分析 

互联网时代就业信息是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用于单位了解应聘者最重要的渠

道。学生通过就业网站、自媒体进行职业搜寻，就业网站的维护和信息发布的滞

后性，使得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高校学生就业。曾垂凯（2004）提出信息需求得

不到满足已经成为制约大学生就业的瓶颈之一。访谈中对学校就业网站表示“关

注很少、不了解”频率高达 6 次，学校就业信息形成孤岛状态。李娜（2020）表

示用人单位和各部门之间信息无法共享，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差。在访谈中实

际了解到大部分都是转发信息，通过班级 QQ 群老师或同学分享的频数为 7 次，

具体招聘信息和招聘要求不明确，造成学生对信息的可信度和实用性的困扰。 

4.6.5 个性化指导访谈分析 

专业的咨询和引导学生就业很关键，在就业时学生表现出焦虑、迷茫、在考

试和考工作中纠结，缺少专业的咨询和引导只能借鉴身边家人或朋友的建议。郭

欣（2017）指出高校的培养目标欠明确、学生的学业规划不清晰是大学生就业能

力培养的主要问题。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学生表示没有接触学校专业职业规划和

就业引导，因此就业时比较焦虑、对未来的工作定位不准确，对自己所学专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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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缺乏信心。了解学生实际需求，结合个人能力准确求定位的个性化指导，显

得尤为重要。学校对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和就业需求了解比较欠缺，学生依赖心

理比较小，认为个人能力靠自己的频率出现 5 次。通过社团等校园活动来培养个

人能力的频率为 3 次，并表示社团对个人能力提升不明显。访谈中学生表示在个

人能力上的欠缺和专业技能上的不自信，学校会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

活动，参与者大都属于比较优秀、积极的学生，整体学生涉及面较小。大学生 “毕

业就等于失业”、“啃老族”的现状屡见不鲜，学生就业观念不正确很多学生不

愿意走到基层经济落后地区工作。访谈中了解到考研学生不需要实习，部分同学

存在考试是唯一出路的想法，以考试为理由不关注招聘、实习、就业信息。被访

者表示“先考证后择业”频率高达 5 次，老师一再鼓励升学考试缺乏专业的指导，

导致学生过渡依赖考证、“铁饭碗”、“收入高、待遇好”的观念，这种就业观

念会导致学生职业定位不准确，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 

4.7 讨论分析 

笔者通过整理文献资料，通过对铜仁学院本科学生调查，研究发现就业指导

工作不尽人意，学生对就业服务整体满意度不高，学校就业服务工作与学生的期

望存在差距，各指标满意度整体平均值从高到低的排名依次为：就业保障支持、

个性化指导、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就业指导教育。以下是笔者对各一

级指标和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的学生对满意度具体分析讨论。 

4.7.1 就业指导教育讨论分析 

就业指导教育指标满意度评价最低，平均值 3.75 分，主要原因是学生对课程

设置、生涯指导评价“非常不满意”的评价最多，所有问题中课程设置缺乏专业

性和实用性的评价最低 3.61 分，其次是考研考公务员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刘兴华（2017）提出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模式存在严重不足，对课程目标认识不足、

程开设时间安排不合理导致学生不能很好的运用知识，整体效果差。2019 年毕业

生对目标岗位技能要求的评价中仅有 18%的学生认为可以满足需求，问卷调查中

对课程设置 16.54%表示非常满意。课程设置上与访谈结果一致，学生普遍认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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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开课时间不合理。除了开设一门课程之外，大一到大三的学生在就业方面

的了解很少，很难接触就业服务方面的专业指导。张鑫、白鹏飞（2018）认为就

业指导教学内容枯燥教学形式单调。访谈中学生普遍认为课程很少结合理论教

学，讲座较多在形式比较单一，很难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考研考公务员指导满意

度平均值 3.63 分，2019 年考研录取率为 5.4%，远低于平均录取水平。访谈中学

生表示老师支持鼓励学生考研，但是对于地方院校的学生专业知识基础较弱，缺

少对学生具体情况的专业性指导。从学生创业、升学整体比例来看非常低，大学

生自主创业意识不强，教师的引导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学校在就业服务课程少、教学效果差、不注重实践。缺乏专业的指

导服务意识，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了解少，就业服务主要集中在大四学生忽

视了指导教育的整个过程。 

4.7.2 就业保障支持讨论分析 

就业保障支持指标学生满意度的评价最高，整体平均值达到 3.81 分。在具体

问题中老师的专业能力平均值最高占 3.97，其次是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和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陈璐（2017）认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专业度不高，

缺乏工作经验无法精准传达就业形势。师资力量混杂且单薄且稳定性不足，影响

工作的实效性。学生对实践课师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中有 66.14%的学生认为非常

满意或满意，有学生表示老师的授课方式也是比较幽默易懂而且很有耐心，学生

对老师的评价与访谈结果一致得到认可。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很少接触到专业指导

老师，基本都是辅导员和专业老师负责，由于缺少专业经验在就业指导上很难给

予学生准确的指导。就业指导教师兼职比重高，不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专职化

水平低，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丁燕红（2012）以广东省高校为例调查发现就业

指导师资严重不足职业化、专业化不强，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形成“一锅煮”的局

面。从学生满意度评价最低的是教师数量，有 3.54%的同学认为非常不满意，说

明专业指导老师非常欠缺。学生就业创业的资助力度平均值最低值 3.71 低于总体

的平均分。王思晴（2016）提出大学生就业保障存在很多漏洞与不足需要进一步

完善。学对生就业创业的资助力度平均值最低值为 3.71 低于总体的平均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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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帮扶资助略高平均值为 3.77 分。学校对创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涉及学生人数

较少与实际访谈结果一致满意度较低。毕业生中 31.9%属于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扶

贫生，贫困生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资助力度不断加强，学生对贫困资助满意度相

对较高，与学校实际情况一致。 

因此，在就业指导保障方面就业资助工作很到位，学生对专业教师的专业能

力、服务态度认可度高，但在就业指导师资上薄弱，就业指导教师兼职比重高，

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4.7.3 就业管理服务讨论分析 

就业管理服务中就业流程、材料转递信息服务满意度最高占 29.13%，与访谈

中学生描述一致，办理手续比较顺利但在服务流程上还有待加强。学生对推荐实

习岗位的安排平均值只有 3.66 分，认为非常满意度的评价仅占 17.32%。注重实

习证明而没有考虑到学生真正的需求的频率出现 5 次，每个学生毕业后都有不同

的就业方向，学校多提供实习的选择机会，让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在实习中积累更

多经验为以后找到工作多一点希望。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评价不满意都

最高占 9.84%，访谈了解到在实习过程中有廉价劳动力的想法，实习结束后被留

岗机会太小，与学生评价一致。 

因此，笔者认为在就业管理服务方面学校过渡注重实习指标，存在以“送出

去”为中心的定位问题，落实实习单位、追求就业率缺少对学生就业质量和自身

情况的考虑，缺乏针对性引导。 

4.7.4 就业信息服务讨论分析 

潘振、方长春（2019）认为高校信息资源存在的不足，信息服务意识欠缺、

毕业生与招聘公司间存在信息差距，提出在创新模式的培养中要注重互联网资源

的利用，实现人才与项目的匹配、加强人才的测评和体验式的指导。招聘场地、

洽谈室场所 “不满意”占最高 12.99%，其次是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 12.20%和

就业服务网站建设 11.81%，在整体指标中满意度较低。指标中最低的是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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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仅有 3.69 低于整体满意度平均分，其次是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就业信

息服务中学生对实习、见习或实践基地建设和反馈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比较认

可，平均值高于整体水平都达到 3.8 分。访谈中对学校就业网站表示“关注很少、

不了解”频率高达 6 次，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班级 QQ 群老师或同学分享，就业

信息服务方面学校关注度太低，尤其是网站信息的建设与信息发布有待提升，不

能满足学生的需求。高日光（2009）提出政府部门和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的信息滞

后。与笔者实际了解的情况一致，学校官网信息更新慢。 

因此，笔者认为在就业信息服务方面学校关注度太低，尤其是网站信息的建

设与信息发布有待提升，可靠、及时的就业信息平台是毕业生的最基本的就业信

息需求。 

4.7.5 个性化指导讨论分析 

学校提供的就业咨询服务平均值 3.71 分，有 12.99%的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就

业咨询服务评价不满意，缺乏专业的咨询指导教育满意度非常低。访谈中了解到

大部分学生表示没有接触学校专业职业规划和就业引导，在就业过程中比较焦

虑，大部分同学在能力、专业技能上表现出不自信。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育上平

均值仅有 3.7 分满意度很低，10.63%的评价不满意。学校重视学生考研缺少针对

性指导，访谈中“先考证后择业”频率高达 5 次学生过渡依赖考证，部分学生就

业意识不强会导致职业定位不正确，不愿意去基层导致“毕业就等于失业”现象。

学校对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和就业需求了解比较欠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专业应

用技能、社会实践技能占比很高，学生认为学校给予的帮助太小靠自己的频率出

现 5 次，部分同学通过社团等校园活动均表示社团对能力提升不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在高校在就业服务服务中个性化指导不够完善，在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的整体综合实践性的培

养比较欠缺，缺乏思想引导、心理疏导职业观念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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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相关指标讨论分析 

高永惠，吴同华，张家书（2012）研究发现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服务中不同性

别、“211”高校与非“211”高校的学生存在差异对满意度有影响。本文通过相关性

指标对不同学生的性别、年龄、年级平均值和标准差对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性别上来看问卷回收率男女比例约为 1:1.1，女生高于男生。从整体

来看认为非常满意的评价男生比女生高出 4.14%，认为满意的评价男生高出

3.04%。不同的一级指标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五个指标中男生的评价都高于女

生，平均值最高的指标是就业保障支持得分 3.88。根据结果可以得出，女生对高

校的就业服务需求更高。造成男女在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来

自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首先，男女性格存在较大差异，男生大胆、有雄心在处

理事情上更偏重解决问题注重结果。而女生一般更为细心、敏感更加注重过程，

因此对就业服务需求更大服务要求更高。其次，受传统观念和女性生理因素的影

响，求职中女生的就业率相对较低，因此女生对就业服务的要求更高。 

第二，从不同年级的学生，评价非常满意的是大二年级最高达到了 40.54%，

其次是大一学生占 30.18%。学生对就业服务的满意度按年级分类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为：大二大于大一，大于大三，大于大四，因此可以得出年级越高满意度整体

呈现下降趋势。低年级学生主要关注点在就业指导教育偏理论性知识，学校缺少

专业系统的指导，学生对职业规划、工作定位不准确，大三、大四的学生面临实

习单位的选择、毕业就业的巨大压力，对就业服务的要求更加具体，而学校在就

业服务各方面工作的不足导致高年级学生满意度偏低。 

第三，从不同专业学生对铜仁学院就业服务满意度“非常满意”的是工学，

占 38.49%，其次是艺术学占比 30.86%。在平均值中就业保障支持、就业信息服

务、个性化指导三个指标中农学比文学高。其它的指标和整体满意度保持一致，

不同专业对就业服务满意度的排名依次为：工学>艺术学>管理学>文学>农学>教

育学。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岗位的要求也更高，专业技术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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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生产、管理的普通工作逐步被专业技术所代替。学校师范类学生偏多因此，在

岗位需求上文科类竞争更加激烈岗位需求更多，从而学生对就业服务的要求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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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高校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生和高校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是否

稳定。高校学生高质量就业，健全的就业服务为保障是高校的责任与使命。本研

究明确界定了高校、大学生、就业服务、高校就业服务、就业服务满意度的定义

和概念，通过对高校就业服务、顾客满意度、高校学生满意度的文献理论进行综

述，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高校就业服务指标体系。通过对铜仁学院问卷有

效回收 245 个样本进行研究，为了进一步有效的了解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的真实

想法，并选取 9 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对数据结论进行整理讨论分析，

得出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不高，以学生视角提出建议，提高大学生对就业服务满

意度，帮助学生充分就业。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1）高校就业服务现状如何？ 

2）高校学生对铜仁学院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

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的满意度分布情况如何? 

3）铜仁学院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程度的高低情况是否和个人性别、年

级、专业有关？ 

4）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 

5.1.1 高校就业服务现状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的提出，前大学生面

对就业带来新机遇，同时中国高校在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也面临着新的巨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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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校就业服务主要从政府、高校角度出发，忽略学生服务客体。通过第二章

相关文献整理，笔者发现发达国家高校就业服务的理论实践体系发展己经渐趋完

善，中国在高校就业服务方面不太深入过于笼统。顾客满意度、满意度相关理论

较多，主要是从专业、教育、教学方面进行研究，但在高校就业服务从学生满意

度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总结了高校就业服务现状。首先，高校就业服务体系

不完善，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次，就业服务考虑政府、高校角的影响，从

学生视角研究较少；再次，大多数研究只从高校毕业生角度进行设定，考虑较单

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业服务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对人才的培养与服务不局

限于毕业生，从大学生入学到毕业循序渐进的服务过程；高校就业服务就业体系

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指导、师资力量薄弱、就业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 

就业服务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高校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学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学生视为直接顾客，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特殊服务的产

品。教育不等同于产品，一旦把高校学生视为顾客，高等教育的本质将会逐渐趋

向利益化。因此，中国高校就业服务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服务体系把学生视为顾

客，中国高校就业服务借鉴合适自己共性的部分，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提供高效

的就业服务，有利于学生更好的就业。 

5.1.2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满意度情况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工作与学生的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提升改

善。就业服务指标满意度整体平均值从高到低的排名依次为：就业保障支持、个

性化指导、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就业指导教育。在就业指导教育方面

缺乏专业的服务意识，课程少、教学效果差、不注重实践，就业服务主要集中在

毕业生忽视了指导教育的整个过程；在就业保障支持上就业资助工作很到位，学

生对专业教师的专业能力、服务态度认可度高，但缺乏人员师资力量薄弱，就业

指导教师兼职比重高，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就业服务管理上过渡追求就业率

缺少对学生就业质量和自身情况的针对性引导；就业信息服务方面网站信息的建

设与信息发布有待提升；个性化指导教育不完善，缺乏思想引导、心理疏导职业

观念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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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铜仁学院就业服务相关性指标满意度情况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业竞争不断加大在工作岗位的要求更高。在就业服务

过程中更应该重视学生情况，提供针对性指导教育。铜仁学院的学生不同性别、

年级、专业在就业服务满意存在一定差异，高校就业服务从性别上来看男生满意

度评价高于女生；不同年级的学生满意度存在差异,年级越高满意度越低，整体呈

现下降趋势；不同专业对就业服务满意度的排名依次为：工学>艺术学>管理学>

文学>农学>教育学。 

5.1.4 针对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度的建议 

1）设置全程化就业服务课程体系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丰富课程教学形式，采用多种教学方式与实践结合，提升

教学效果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注重全程化就业指导课程，贯穿大学生从

入学到毕业整个大学过程，把握专业的最新动态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在教学、

考研、自主创业、实践上提供针对性指导。 

2）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 

职业化、专家化的师资队伍就业指导工作开展效果的关键，引进优秀人才增

加就业指导师资力量。高校辅导员是接触学生最频繁的岗位，加强辅导员的能力

水平，搭建职业指导平台，多元化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师

资队伍。 

3）确立“以生为本”的服务理念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就业指导工作确立市场导向的服务模式, 以确保大

学生顺利就业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应突出多样化,，考虑到学生个性化的就业辅

导避免“一棒子打”，根据学生自身情况的考虑，在就业实习工作中给予针对性

引导建议。 

4）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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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网络服务对于学生查询、获取信息等方面非常重要。及时掌握就业

市场的各种动态，有效反馈给学生，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保障。建立专门就业信

息网站，对企业招聘信息与实习信息进行数据信息资源整合，及时更新就业信息

更好的开展就业工作，帮助学生可以更加快捷的获取就业信息资源。 

5）提升就业能力和职业观念教育 

重视学生自主学习、交流沟通能力的培养，组织引导学生多参与实践，注重

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制约大学生就业的重要“瓶颈” 就是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加强学生思想和心理开导，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

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指导学生的就业，从

而使学生能够终身受益。 

5.2 研究建议 

5.2.1 研究的不足之处 

高校就业服务满意学生满意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笔者尽最大努

力从就业指导教育、就业保障支持、就业管理服务、就业信息服务、个性化指导

五方面进行深度研究。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实地发放问卷，问卷作答中可能会

受同学间讨论答案从而影响问卷的回答，削弱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其次，在

一定的时间内本研究通过对铜仁学院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400 份、访谈人数

9 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如果取样范围扩大一些，研究的代表

性和说服力会更强。最后，研究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达到了标准水平，调查样本选

择及数量有限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就业服务满意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指标，因

此笔者在访谈和设计问卷的测量维度指标难免有失全面。 

5.2.2 未来展望 

针对研究局限和不足，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进行创新。增加样本容量，拓宽

样本来源。本文仅对铜仁学院的学生进行了调研，后续研究中可将调查扩大范围，

对不同地区、类型的高校，或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调研。由于中国在就业服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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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测评活动的工作不完善，缺乏权威性，各个高校缺少统一的指标体系。后续

的研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就业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上比较成熟的体系，根据高

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测评，进行更好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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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问卷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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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学院就业服务学生满意度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为了解当前铜仁学院大学生对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度，进一步完善就业服

务工作，开展本次调查。请您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本问卷。调

查所得资料仅作为分析研究，问卷实行匿名制，请如实放心填写。 

谢谢您对本研究的支持、参与和配合！ 

一、铜仁学院就业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请您对以下指标感到合适的地方划“√”） 

（您对以下指标感到:5=非常满意;4=满意;3=一般;2=不满意;1=非常不满意） 

就业服务满意度考察指标 5 4 3 2 1 

1 就业指导课程设置           

2 就业指导课程的专用性与实用性           

3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效果           

4 大学生就业择业指导           

5 就业指导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一对一、讲座、实习等）           

6 实践课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互动情况           

7 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法律的宣讲           

8 考研考公务员指导           

9 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           

10 就业指导服务教师的数量           

11 老师的专业能力（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方面）           

12 就业服务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13 学校领导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视程度           

14 就业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           

15 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的资助力度           

16 应届生就业困难资金补助           

17 就业服务中使用的设备（职业测评系统、机房等）           



80 

 

就业服务满意度考察指标(续) 5 4 3 2 1 

18 学生档案、签约手续、户口等就业手续方面的办理           

19 就业流程、材料转递等业务信息服务           

20 推荐实习岗位的安排           

21 向社会和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           

22 就业服务网站建设           

23 就业信息更新的及时性           

24 实习基地以及基地用人单位信息库建设           

25 反馈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26 举行的各类校园招聘活动及效果           

27 学校的实习、见习或实践基地建设           

28 招聘场地、洽谈室等就业服务场所           

29 学校提供的就业咨询服务           

30 学校开展的职业观教育           

31 学生能力的培养（个人能力、职业素质、团队精神）      

32 学校对学生就业需求、就业愿望和意向的了解情况           

 

二、基本信息（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的地方划“√”或填写） 

1.您的性别：A.男   B.女 

2.您的年龄: 

3、您目前就读的年级：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5、您的专业是: 

4、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就业的?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E、目前还未关注 

5、您认为学校就业服务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可多选） 

A、提高就业指导老师的素质 B、开展就业心理辅导 C、拓展就业实习基地，提

高学生职业技能 D、就业与职业生涯规划指 

 



81 

 

 

 

 

 

 

 

 

 

附录 B 

被访谈者 A 的相关访谈与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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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A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这方面的课很少吧（a1），我们学校好像有

就业跟业引导这种,课堂上内容没什么意思的。

（a2）” 

aa1 就业指导方面的课少 

“职业生涯这方面的指导课可以说需要（a3）

加强一下（a4）。” 
aa2 课程内容生硬 

“实践课我觉得很少耶，老师让做的练习算实

践课吗？（a5）” 
aa3 课程满足不了需求 

“因为我现在转专业了嘛，以前接触的很少。

现在因为是语言类专业说得比较多一点（a6），

然后交流方面也多一点，互动还可以，互动还

行。（a7）” 

aa4 课程有待加强 

“有考公务员这方面的想法（a8），但是我可

能会因为成绩方面太差了，可能考不上，都没

有行动（a9）。” 

aa5 实践课接触少 

“学校里面偶尔（a10）会开一些讲座（a11）

呀，或者请一些有经验然后在某方面比较突出

的老师啊或者是教授之类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经验或者交流一下心得之类的。（a12）” 

aa6 语言专业接触更多 

“老师……我觉得他们都还挺好的，知识面都

比较广，可能去的地方比较多眼见开阔（a13），

反正平常跟我们分享过的那些地方、经历、经

验呀。（a14）” 

aa7 交流互动还可以 

“就我们专业的话，我觉得外教可以增多一点

（a15），……” 
aa8 想考公务员 

“我觉得他们好像国外这方面更注重那种学生

与老师之间的互动，趣味性也要多一些，更容

易接受。（a16）” 

aa9 不自信没有行动 

“重视的话也挺重视的（a17），可能更多的是

重视那些学习成绩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同学嘛

（a18）。” 

aa10 讲座次数少 

“补助一般情况下就是 1000-2000 左右,5000 都

很难，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资金（a19）。

名额相对来说少，不多。（a20）” 

aa11 听讲座 

“目前据我所知创业方面的好像没有吧，但我

跟我们班的同学联系很少。具体我也不是很清

楚（a21），……” 

aa12 老师、教授分享经验 

“实习岗位不太了解，如果要了解的话可能大

四的学长学姐他们了解的稍微要比我多一点。

（a22）” 

aa13 老师知识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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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7 旅游英语实习去上海那边实习，好像是

跟酒店有合作，院里面统一安排（a23），……” 
aa14 分享经验 

“……去其它国家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文化，

本来商务英语就要多接触一下国际性的知识，

接触的范围要稍微广一点。（a24）” 

aa15 外教数量上不足 

“就业网站目前来说还很少，如果说毕业的话

可能关注的会多一点（a25），……” 
aa16 互动更有趣容易接受 

我们学校官网没有去了解……我感觉好像只是

一个大范围，没有特别去关注（a26）。 
aa17 也挺重视 

“……实习也行，到时候开一个证明之类的就

行。（a27）” 
aa18 重视优秀的同学 

“现在的大学生都很焦虑的嘛（a28），像我

们……” 
aa19 金额不太确定 

“肯定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当然啦，因为都是些

小年轻的都不太懂，多下一些功夫之类的。

（a29）” 

aa20 资助名额金额较少 

“职业观念教育不是很了解（a30）” aa21 创业资助情况不了解 

“个人能力的话我觉得还是靠自己的多，不能

完全靠学校。（a31）” 
aa22 大四对实习了解更多 

“我觉得学校的民德学生奖就可以很好的，让

学生有一定的经历又给一定的鼓励。（a33）” 
aa23 学院统一安排实习 

 aa24 国际化交流 

 aa25 就业网站关注少 

 aa26 网站内容简单 

 aa27 注重实习证明 

 aa28 学生很焦虑 

 aa29 个人知识方面的欠缺 

 aa30 职业观念教育接触少 

 aa31 对学校不信赖 

  aa32 明德学生奖 

 

二阶编码： 

aa1 就业指导方面的课少; aaa1 课程设置 

aa2 课程内容生硬；aa3 课程满足不了需求；aa4

课程有待加强 
aaa2 教学效果 

aa10 讲座次数少；aa11 听讲座；aa12 老师、教

授分享经验 
aaa3 指导方式多样化  

aa5 实践课接触少；aa6 语言专业接触更多;aa7

交流互动还可以；aa16 互动更有趣容易接受 
aaa4 教学互动 

aa15 外教数量上不足 aaa5 教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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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3 老师知识面广 aaa6 专业能力 

aa14 分享经验 aaa7 服务态度 

aa17 也挺重视；aa18 重视优秀的同学 aaa8 领导重视程度 

aa19 金额不太确定；aa21 创业资助情况不了解 aaa9 资金 

aa20 资助名额金额较少 aaa10 就业补助 

aa9 不自信没有行动；aa29 个人知识方面的欠

缺 
aaa11 能力培养 

aa22 大四对实习了解更多；aa23 学院统一安排

实习；aa24 国际化交流；aa27 注重实习证明 
aaa12 实习 

aa8 想考公务员；aa31 对学校不信赖；aa32 明

德学生奖 
aaa13 学生需求 

aa25 就业网站关注少；aa26 网站内容简单 aaa14 就业网站 

aa28 学生很焦虑；aa30 职业观念教育接触少 aaa15 职业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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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被访谈者 B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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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B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有老师给我们上了职业规划的课程，……那

个大概内容（b1）我忘了。（b2）” 
bb1 知识点有吸引力 

“岗前培训也有，如何去找到一个好工作的的

话就靠自身的能力了（b3）。反正就是让我们

规划好路线这些，不然漫无目的的就不好。

（b4）” 

bb2 时间长忘了 

“课程还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师范方向的话然

后老师建议指导我们就往师范方面发展。（b5）” 
bb3 缺乏依赖感 

“……当时铜仁不是有几家公司任付忠老师特

地叫我们（b6）考虑一下那个公司。比如说招

几个的话他会发消息（b7）给我们，叫我们去

应聘（b8）……” 

bb4 漫无目的缺乏就业方向 

“……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局限师范这方向

的，要多方面发展。（b9）” 
bb5 专业课老师指导 

“……实践课吗？这个不是很清楚哦（b10）” bb6 特地告知 

“不太清楚，他们考研的学生是由导师带的

（b11），这个你要问考研的同学会比较清楚。” 
bb7 老师发就业信息 

“像我们这种（b12）压根就没想考研，其次不

是不想是没能力（b13），哈哈哈……但是现在

后悔了，想考研然后就业就没有时间了。” 

bb8 老师建议 

“那几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专业都挺好的，还

有教我们物理化学的那个老师（b14）。就业方

面的好像没有接触到（b15），诶！……” 

bb9 多方面发展 

“当然比较重视啦，毕竟有关铜仁学院的就业

率嘛（b16）” 
bb10 实践课不了解 

“在学校资助这块不是很了解，精准扶贫那个

算吗？（b17）……” 
bb11 考研由导师老师带 

“还挺顺利的，比如说档案那些比较顺利

（b18），比如说党组织关系……铜仁学院党组

织群里面问我们现在具体到了没有，有流入哪

里了那些。这方面做得特别好！（b19）” 

bb12 不自信          

bb13 个人能力欠缺 

“实习是我自己找的，其它的同学有顶岗实

习，……对，感觉还行吧（b20）” 
bb14 专业老师都挺好的 

“学校网站其实没有大多的关注（b21），很多

时候老师会在群里面发就业的信息，哪里哪里

在招呀这些……，然后就是通过 163 贵州人事

那个网子。（b22）” 

bb15 就业指导老师接触少 

“反正听以前的学姐学长说不好找工作

（b23）……” 

bb16 重视就业率       

bb17 资助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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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去了几次吧，感觉对我们专业不怎么

恰当。因为是企业来招，都是招技术型和管理

型的。（b24）……” 

bb18 档案办理顺利 

“招聘会的一般都是新疆的过来，我当时已经

跟那边签约了但是因为太远后来退档了……他

那边发展还蛮好的。（b25）” 

bb19 党组织关系工作很到位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老师给讲这

些。（b26）……” 
bb20 自己找的感觉一般 

 bb21 学校网站关注少 

 
bb22 来源于老师和其它网站 

 bb23 就业压力大 

 bb24 专业局限性 

 bb25 距离太远退档了 

  bb26 没有接触职业观念课程 

  

二阶编码： 

bb1 知识点有吸引力 bbb1 课程设置 

bb2 时间长忘了；bb4 漫无目的缺乏就业方向 bbb2 教学效果 

bb10 实践课不了解 bbb3 教学互动 

bb15 就业指导老师接触少 bbb4 教师数量 

bb5 专业课老师指导；bb14 专业老师都挺好的 bbb5 专业能力 

bb6 特地告知 bbb6 服务态度 

bb16 重视就业率 bbb7 领导重视程度 

bb17 资助不太了解 bbb8 资金 

bb18 档案办理顺利；bb19 党组织关系工作很到

位 
bbb9 档案管理 

bb20 自己找的感觉一般 bbb10 实习 

bb8 老师建议；bb21 学校网站关注少；bb22 来

源于老师和其它网站；bb7 老师发就业信息 
bbb11 就业网站 

bb23 就业压力大 bb13 就业情况 

bb9 多方面发展；bb25 距离太远退档了；bb26

没有接触职业观念课程 
bbb14 职业观念教育 

bb12 不自信；bb13 个人能力欠缺 bbb15 能力培养 

bb3 缺乏依赖感；bb24 专业局限性 bbb16 学生需求 

bb11 考研由导师老师带 bbb17 考研考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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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访谈者 C 的相关访谈编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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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C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课程吗？就一个那个什么课程吧（c1）。反

正就说的是一些目前有那个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嘛（c2），然后就多关注一下那些招聘信息的

要求是什么的，让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能力才有

机会去应聘以后的岗位。（c3）……” 

cc1 课程不太熟悉 

“由那个张老师代课，但是我就觉得是职业规

划还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有一个课程

吧！（c4）……” 

cc2 就业形势介绍 

“我们去听讲座什么，但是有没有讲什么（c5）

就是说在听宣讲（c6）……” 
cc3 个人能力的很重要 

“我觉得吧应该多宣传宣传就是说，学弟学妹

他们多讲一下（c7）……唉反正我觉得那个三

方协议还是很重要该讲一下，就说先签着吧！

以后找到工作就不去。（c8）” 

cc4 记忆模糊 

“比如像我们师专业也就是说只有大三才有一

个实践课程（c9），那实践课也只有半个学期，

我们之间的机会特别特别少（c10）……” 

cc5 内容上不实用 

“就是我们做一个 PPT 上去试讲，老师他就指

出优缺点……一个班上有 40 多个学生，每个学

生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积极一点的同学集会

就稍微多一点。（c11）” 

cc6 听讲座、报告 

“我们班考研人也少嘛，就要求我们的科研老

师大力支持鼓励我们考研（c12）……” 
cc7 多提供咨询和帮助 

“通过考研交流会获得的信息要稍微多一点，

私下的话也没有多大的帮助。（c13）……” 

cc8 就业协议、法律知识的重

要性 

“每年都有一个考研交流会嘛……对于考工作

呀，自我提升其他方面还是蛮有帮助的。（c14）” 
cc9 实践少 

“我所接触的都是专业老师，其他对于就业方

面的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接触到的（c15）” 
cc10 实践时间短 

“……如果以后有这种课程的话，尽量与他所

对应的专业方面去介绍这些可以从事那几方面

的职业。（c16）” 

cc11 锻炼机会少 

“有些人嘛，他虽然学了这个专业，对这个专

业还是不太有信心（c17）……” 
cc12 鼓励考研 

“院里的老师就给我们组织一些招聘会，让我

们去听宣讲，（c18）如果你自己觉得待遇还可

以的话你就签，相当于多去见识一下呗

（c19）……” 

cc13 交流会信息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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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毕业生交流会……特别是

院长说的那些话记忆很深刻，有一个仪式感他

们的经历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帮助。（c20）” 

cc14 获取经验 

“我们班我了解了没有创业的……有的走的是

西部计划，有些在公司里面上班（c21）” 
cc15 专职老师少 

“那会就让我们填写个地址，然后就寄档案，

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还因为这个事还特意

问了蛮多人的（c22）” 

cc16 就业方向的不确定 

“实习的话我感觉还好的，我实习的时间不是

很长……实习要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c23）” 
cc17 专业上不自信 

“学校的不知道耶，没关注耶，也不知道学校

有这个网站（c24）……” 
cc18 参加招聘宣讲活动 

“关注关注人事信息，关注 163 人事信息那个

网站（c25）……我们群里面其它同学看到有招

聘信息就会一起分享（c26）” 

cc19 个人需求决定 

“好像没有具体介绍耶，都是自己去了解本专

业的嘛，跟学姐他们了解一下往哪方面就业

（c27）……” 

cc20 毕业生交流会帮助大 

“反正最大的一个就业观念嘛就是先就业再择

业这个观念，上课的老师会根据他们的自身经

历然后跟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或是告诫呀

（c28）……” 

cc21 没有接触创业这方面 

“我就觉得吧个人的能力考自己，别人的帮忙

也不是很大，关键还是靠自己（c29）……” 
cc22 就业手续不清楚 

“我觉得外界的条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还

是得靠自己（c30）” 
cc23 实习时间短信息量大 

 cc24 不关注学校网站 

 cc25 关注其他网页 

 cc26 同学之间分享 

 cc27 自己了解上一届情况 

 cc28 上课老师建议 

 cc29 独立自主依赖性小 

  cc30 对学校的信赖小 

 

二阶编码： 

cc1 课程不太熟悉；cc4 记忆模糊 ccc1 课程设置 

cc5 内容上不实用 ccc2 教学效果 

cc9 实践少；cc10 实践时间短；cc11 锻炼机会少 ccc3 教学互动 

cc2 就业形势介绍；cc6 听讲座、报告；cc8 就业

协议、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ccc4 就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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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2 鼓励考研 ccc5 考研考公指导 

cc15 专职老师少 ccc6 教师数量 

cc20 毕业生交流会帮助大 ccc7 领导重视程度 

cc21 没有接触创业这方面 ccc8 资金 

cc22 就业手续不清楚 ccc9 档案管理 

cc23 实习时间短信息量大 ccc10 实习 

cc24 不关注学校网站；cc25 关注其他网页；cc26

同学之间分享 
ccc11 就业网站 

cc18 参加招聘宣讲活动； ccc12 场地、招聘活动 

cc28 上课老师建议 ccc14 职业观念教育 

cc3 个人能力的很重要；cc17 专业上不自信； ccc15 能力培养 

cc13 交流会信息量大；cc14 获取经验；cc16 就

业方向的不确定；cc19 个人需求决定；cc7 多提

供咨询和帮助 

ccc16 学生需求 

cc27 自己了解上一届情况 ccc17 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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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被访谈者 D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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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 D 的相关访谈编码分析  

一阶编码： 

“没有接触过这些……只有陈老师的课程感觉一

般，那个课我觉得算讲座（d1）” 
dd1 课程效果不好 

“他讲的都是一些创新创业怎么样鼓励大家创业啊

（d2），……但是那会真正我们班自己创业的没几

个，实用性一般。（d3）” 

dd2 鼓励大家创业 

“一到毕业那会啊，老师在群里面发的一些哪个公

司怎么招聘（d4），让我们去参加什么招聘会啊

（d5）……” 

dd3 实用性一般 

“职业生涯规划这个没有太多印象了（d6）……” dd4 老师发信息 

“我就知道我们院那几个院长天天去我们班说……

鼓励我们班那些同学考研。（d7）” 
dd5 老师建议 

“除了那十几个同学没有专门的老师为我们指导，

让我们做计划。就是你自己想去考的话，你想考哪

个学校然后就去找老师啊。（d8）……” 

dd6 课程印象不深 

“我觉得就像我们班那学习吧她考研……她平时去

请教什么问题呀，她要考哪个大学的研究生呀，那

些老师都会跟她说要怎么准备，要怎么考。（d9）” 

dd7 领导关心重视考研 

“……可以吧，我觉得咱们学校的老师服务态度不

错。（d10）” 
dd8 学生联系老师 

“影响最深的是……黄继明老师我觉得他对我们就

是就业这方面的问题，他就很担心（d11）。现在都

在那个群里面还在发（d12）……” 

dd9 老师很积极 

“平时我也会跟他有联系，然后他说问我在那边要

怎么样，知不知道我们班还有哪些同学没有就业。

还有上次那个我们院的那个退休的那个老师

（d13）……” 

dd10 服务态度好 

“我们院的老师对就业，学生毕业的学生就业的这

个还是蛮重视的（d14）。就是都希望我们能找到自

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很关心我们现在的工作。

（d15）……” 

dd11 老师担心未就业的

学生 

“创业资助这个我好像没发现耶（d16），哈哈哈。

就业毕业那会那个 1000 块钱（d17），那个时候好

像我们班有，还是精准扶贫的学生才有，那会其它

同学都没有。（d18）……” 

dd12 班群发布就业信息 

“就业材料这些还行，我后面有事有些都让同学代

办的（d19）……” 
dd13 关心学生就业情况 

“我是在那个铜仁第九中学实习的（d20），那个实

践就只有那个……印象中只有那个（d21），要么就

是自己去市区找到事儿做。” 

dd14 学校重视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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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习的那个地方的老师指导我……学校有一个

指导论文我的导师，有几次都是我碰见她，然后她

再问我在哪实习就这样……还有就是 QQ 上聊天她

会问我，问我实习在哪个学校，过得怎么样？就是

简单的一些聊天。（d22）” 

dd15 关心学生 

“没有这个，就鼓励我们自主创业，其它就没有了。

（d23）……” 
dd16 创业资助不太了解 

“具体的没有，参加工作了主要靠我们自己（d24）。

学院对我们这方面真的很少，我没有接触过

（d25）……” 

dd17 金额较小 

 dd18 资助对象唯一 

 dd19 就业手续办理 

 
dd20 学校安排感觉就那

样 

 dd21 实践次数少 

 dd22 简单沟通 

 
dd23 职业观念教育没有

接触过 

 dd24 独立自主依赖性小 

  dd25 能力培养机会少 

 

二阶编码： 

dd1 课程效果不好；dd3 实用性一般;dd2 鼓励大家创

业;dd6 课程印象不深 ddd1 教学效果 

dd21 实践次数少；dd22 简单沟通 ddd2 教学互动 

dd7 领导关心重视考研；dd8 学生联系老师；dd9 老

师很积极 ddd3 考研考公指导 

dd10 服务态度好；dd15 关心学生 ddd4 服务态度 

dd14 学校重视毕业生 ddd5 领导重视程度 

dd16 创业资助不太了解；dd17 金额较小 ddd6 资金 

dd18 资助对象唯一 ddd7 就业补助 

dd19 就业手续办理 ddd8 档案管理 

dd20 学校安排感觉就那样 ddd8 实习 

dd12 班群发布就业信息；dd4 老师发信息；dd5 老师

建议 ddd9 就业网站 

dd23 职业观念教育没有接触过 ddd10 职业观教育 

dd24 独立自主依赖性小；dd25 能力培养机会少 ddd11 能力培养 

dd13 关心学生就业情况 ddd12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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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被访谈者 E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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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E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是把教师资格证拿到，出去以

后做一名教师，好像没有专业指导（e1）。就上过

一门大学生创新创业这门课（e2），大一的时候开

始上的，感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e3）……” 

ee1 接触少 

“就是感觉老师应该多跟我们就是探讨一下这方面

的知识（e4）。实践方面多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可

能应该会好一点。（e5）……” 

ee2 课程少 

“去年去了一次梵净山，实地考察，是全班一起去

的。感觉还行吧，比如说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些植被

呀这方面的，讲解那个岩石方面的话，我自己感觉

还不太懂（e6）……” 

ee3 觉得不重要 

“比较重视，基本上都会给我讲解一些考研方面的

知识……每个老师都会说的，差不多（e7）” 
ee4 跟老师多探讨 

“专业的老师相对还是比较少的（e8）……” 
ee5 希望跟老师多一些互

动 

“我现在还没有怎么接触这一块嘛，感觉校领导不

太重视（e9）……” 
ee6 部分知识不太懂 

“资助好像没有，这方面不太了解（e10）……” ee7 老师们重视考研 

“开过一个这方面的讲座（e11），就是给我们说了

一下目前的这个就业方面就业的形势，竞争力比较

大（e12）……” 

ee8 指导老师数量上不足 

“……比如说我家在德江县嘛，以后分配的话可能

就在德江县实习（e13）。我自己就是这里人，实习

可以去找以前的老师带着实习可能要好一点。

（e14）” 

ee9 校领导不太重视 

“我们这个专业就业在话就业率在 90%以上

（e15）……” 
ee10 资助方面不了解 

“下半年开始实习了，我们职业好像实习的话就在

铜仁、坝黄、德江这三个地方。感觉还好，好几届

一直都是这样（e16）……” 

ee11 听讲座 

“就业信息发布太少，我也很少去关注了

（e17）……” 
ee12 就业形势的宣讲 

“……多为一些较冷专业提供一些招聘活动（e18）。

希望学校能够多引进一些好点的企业，最好是本地

或者周边省市的企业（e19）……” 

ee13 就近原则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专业自己感觉不太重视

（e20）……。” 
ee14 依赖熟人 

“认识的几个校友，他们都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工

作，可能会做一些和专业不同的事（e21），我觉得

在其它方面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e22）……” 

ee15 就业率高 



97 

 

“认识的几个校园，他们都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工

作，可能会做一些和专业不同的事（e21）……我觉

得在其它方面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e22）” 

ee16 固定地点实习 

“我平时都是参加社团去锻炼一下自己，学校提供

专门的培训太少了（e23），要是可以把我们平时的

一些实践活动也考核可能在能力上多学一点

（e24）……” 

ee17 就业信息少 

 ee18 专业的局限性 

 ee19 校企合作有待加强 

 ee20 学校不太重视 

 ee21 校友的工作状况 

 ee22 综合能力很重要 

 ee23 在社团锻炼自己 

  ee24 考核方式固定 

 

二阶编码： 

ee2 课程少 eee1 课程设置 

ee1 接触少；ee3 觉得不重要；ee5 希望跟老师多一

些互动 
eee2 教学效果 

ee11 听讲座 eee3 指导方式多样化  

ee4 跟老师多探讨；ee6 部分知识不太懂 eee4 教学互动 

ee12 就业形势的宣讲 eee5 就业宣讲  

ee7 老师们重视考研 eee6 考研考公指导 

ee8 指导老师数量上不足 eee7 教师数量 

ee9 校领导不太重视 eee8 领导重视程度 

ee10 资助方面不了解 eee9 资金 

ee13 就近原则；ee20 学校不太重视；ee16 固定地点

实习 
eee10 实习 

ee17 就业信息少 eee11 就业网站 

ee15 就业率高；ee21 校友的工作状况 eee12 就业情况 

ee18 专业的局限性 eee13 场地、招聘活动 

ee19 校企合作有待加强 eee14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ee22 综合能力很重要；ee23 在社团锻炼自己 eee15 能力培养 

ee14 依赖熟人；ee24 考核方式固定 eee16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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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被访谈者 F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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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F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就业指导方面的课呀，好像我们院就只看开了

一门呀（f1）……” 
ff1 只有一门课 

“我当时没听（f2），哈哈哈哈。有些老师基本上

也都讲过，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些课程

（f3）……” 

ff2 开课时间不合理 

“不能只在学校学知识……专业性的知识学太多

有些根本用不上（f4）” 
ff3 课程很有必要 

“学生到大四下学期了，然后他就会出现迷茫

（f5），实际上我们学校有很多招聘，但是自己究

竟应该怎么选择对不对，所给的参考性的意见就

很少（f6），比如说有必要的话就在这方面提升一

下都可以……” 

ff4 专业知识用不上 

“课不能上太早，放在大一大二感觉根本没有人

听那门课（f7）……” 
ff5 迷茫焦虑 

“职业规划都是在大一上的……我觉得只是在刚

开始毕业之前有点帮助（f8）……” 
ff6 专业性建议或心理咨询 

“要在毕业的那个时候，就业指导有点帮助，像

我毕业半年了感觉也就这样吧（f9）……” 
ff7 就毕业时有用 

“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啥，也不知道怎么该选

什么公司，该到底怎么选择（f10），自己应该去

哪里好一点还是在纠结考试还是去公司上班之间

纠结主要就是在这两块纠结（f11）……” 

ff8 认识不到位 

“要么就是自己不愿意去有些公司（f12），都是

跟家里人沟通这方面的困惑比较多（f13）……” 
ff9 就业心态消极 

“……考研方面就当时系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下，

其它的就好像没有（f14）” 
ff10 迷茫没有规划 

“就业这块的老师我接触的不多（f15）……” ff11 纠结拿不定主意 

“我也不知道情况，学校可能更注重就业率

（f16）……” 
ff12 不愿意去工作 

“还比较顺利，只要你那些学费交齐了都可以的

（f17）……” 
ff13 跟家人沟通 

“我没有实习，当时准备考研没考上然后后面就

没考了，现在我想先工作几年，等有个正式工作

再说（f18）……” 

ff14 系主任负责 

“没有去学校的网站，我也没关注过学校的官网

（f19），都是在其它网站看招聘呀或者是自己在

网上查（f20）……” 

ff15 就业指导老师少 

“学校的话我就知道每年都有公司的来招聘，我

也没有去关注心思都在考试上面（f21）……” 
ff16 可能更重视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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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时候开始去企业见习，我去了……参观

完后就发现做锰的那个灰尘太重了，然后自己就

不想去（f22），另外一个是做锂电池的就是无灰

尘的（f23）” 

ff17 不欠费用好办理 

 ff18 实习方面不太了解 

 ff19 不关注学校网络 

 ff21 了解其它网站 

 ff21 不关心就业 

 ff22 灰尘太重不满意 

  ff23 工作环境比较 

  

二阶编码： 

ff1 只有一门课；ff2 开课时间不合理；ff7 就毕业

时有用 
fff1 课程设置 

ff3 课程很有必要；ff10 迷茫没有规划 fff2 教学效果 

ff14 系主任负责 fff3 考研考公指导 

ff15 就业指导老师少 fff4 教师数量 

ff16 可能更重视就业率 fff5 领导重视程度 

ff17 不欠费用好办理 fff6 档案管理 

ff18 实习方面不太了解 fff7 实习 

ff19 不关注学校网络；ff21 了解其它网站 fff8 就业网站 

ff21 不关心就业 fff9 场地、招聘活动 

ff22 灰尘太重不满意 fff10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ff8 认识不到位；ff9 就业心态消极；ff12 不愿意去

工作；ff23 工作环境比较 
fff11 职业观教育 

ff4 专业知识用不上 fff12 能力培养 

ff5 迷茫焦虑；ff13 跟家人沟通；ff6 专业性建议或

心理咨询；ff11 纠结拿不定主意 
fff13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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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被访谈者 G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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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G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没有上过这门课（g1），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

随便说一下，没听到过我的记忆中没有。

（g2）……” 

gg1 没有印象 

“学院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和就业指导课程，感

觉一般吧（g3）……” 
gg2 缺少专业指导老师 

“学院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关于就业的讲座

（g4），这对于我们在毕业以后有一定的帮助

（g5）……” 

gg3 上课感觉一般 

“我觉得学校、学院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培训与指

导（g6），因为对本科生一毕业就面临找工作的

问题，所以加强这方面的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g7）。 ……” 

gg4 讲座 

“考研今年数学变化有点大，有些人英语不好，

还扎堆报同一个学校欠考虑，反正考的人很多上

线人很少（g8）……” 

gg5 了解就业信息 

“刚考试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有跟我们说要好好

考，他们说那个学校要好点哪个专业。（g9）……” 
gg6 加强培训指导 

“我那会在备考，招聘的事就没去咯（g10）……” gg7 缺少指导的焦虑 

“然后中伟不是派人来吗，像我们班学生也去听

一下（g11），感觉也还可以。来了之后把我们集

中在各教室（g12）……” 

gg8 扎堆欠考虑 

“有一个专门讲 PPT 的给我们介绍他们厂里面那

些规划……材料、市场需求、住宿、饮食、上班

多少个小呀都有的（g13）……” 

gg9 分析考研专业 

“反正诱惑是挺大的那种（g14），可能对于我们

这种新手他们带出去好用一点（g15）……” 
gg10 不关注招聘 

“像我们专业的话不好就业（g16）……我们有几

个学长都在那边工作（g17）……” 
gg11 公司派人来学校 

“我们院说能考上 150 分就不用去实习（g18），

没考研的就必须去实习，还要统一安排去实习

（g19）……” 

gg12 集中在各个教室 

“我都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在大一、大二的假期

中可以让学生去一些工作单位实践 1-2 周（g20），

到后面大家要么没时间准备考试或者是要实习找

工作感觉精力不够一样（g21）……” 

gg13 公司介绍详细信息 

“身边没有创业的，这方面还不是很不了解

（g22），就知道有一个刚毕业时有国家资助平台

的毕业生就业补助金那个（g23）……” 

gg14 公司待遇诱惑大 

 gg15 缺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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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16 就业压力大 

 gg17 学长都在那边工作 

 gg18 考研就不用实习 

 gg19 统一安排实习 

 gg20 接触少有实践的需求 

 gg21 时间上冲突 

 gg22 对创业方面不了解 

  gg23 了解就业补助 

  

二阶编码： 

gg1 没有印象；gg3 上课感觉一般 ggg1 教学效果 

gg4 讲座；gg13 公司介绍详细信息 ggg2 指导方式多样化  

gg20 接触少有实践的需求 ggg3 教学互动 

gg5 了解就业信息 ggg4 就业宣讲  

gg8 扎堆欠考虑；gg9 分析考研专业；gg18 考研

就不用实习 
ggg5 考研考公指导 

gg2 缺少专业指导老师 ggg6 教师数量 

gg22 对创业方面不了解 ggg7 资金 

gg23 了解就业补助 ggg8 就业补助 

gg11 公司派人来学校；gg19 统一安排实习 ggg9 实习 

gg17 学长都在那边工作 ggg10 就业情况 

gg10 不关注招聘；gg12 集中在教室宣讲 ggg11 场地、招聘活动 

gg14 公司待遇诱惑大 ggg12 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gg15 缺少经验 ggg13 能力培养 

gg6 加强培训指导；gg16 就业压力大；gg21 时间

上冲突；gg7 缺少指导的焦虑 
ggg14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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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被访谈者 H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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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H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课程的话好像没有……就像是招聘会哪些

啦，可能会去看一下（h1）” 
hh1 对课程印象不深 

“就创新创业开过这个课（h2），就大一上了

这个课（h3）梁正琪老师上的还蛮好玩的哈

哈……” 

hh2 就业指导课程接触少 

“因为梁老师是水产专业的老师嘛，他讲的大

部分是有关于水产方面的创业嘛（h4），然后

我们专业他好像不太了解也没怎么讲

（h5）……” 

hh3 大一开始上这个课 

“了解一下它们的生长习性呀这些，还有两个

是去野外实习的机会，一个是大一的下半学期

植物野外学习（h6）……” 

hh4 非专业老师 

“去实践了一周。我们会分组嘛，然后有几个

老师带队我们会去住的周围老师带我们去

（h7）……” 

hh5 不了学生的专业情况 

“看到那些有价值的植物呀他就会跟我们介绍

跟我们讲解（h8）……” 
hh6 参加两次野外实践 

“前面准备考研嘛，没有上线现在就准备考工

作了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h9）……” 
hh7 老师带队 

“考研我们班报的人还是挺多的（h10）……” hh8 跟学生分享讨论 

“我们院的领导好像开的都是关于考研的事情

（h11），好像就业这方面没有太重视的讲座呀

那些吧（h12）……” 

hh9 准备继续备考 

“考研方面老师道是很尽心，我们从大一还是

大二开始，反正很早以前就开始动员我们考研

呀什么的（h13）……考研研讨会也是开了好多

次吧（h14）” 

hh10 考研人数多 

“负责就业方面的老师，没接触耶……现在不

是特殊时期嘛，大家都没有去学校可能还没有

开始（h15）” 

hh11 领导重视考研 

“创业补贴还是什么的，好像上个学期得了

1000 吧（h16）……” 
hh12 缺少实际的一些行动 

“我们班上一大半的人都有，是家庭困难的贷

款的同学都有、评定的是困难的学生就都有

（h17）……” 

hh13 大一大二开始鼓励我们 

“好像不太了解……好像应该也还没有组织

吧，我感觉应该都是这个学期的事情吧（h18）” 
hh14 开多次研讨会 

“我们班好像没有选择自主实习，好像都是学

校安排的（h19）……我们只有考研的同学填自

主实习（h20）……” 

hh15 没有接触就业方面的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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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还好实习在万山区、然后碧江区也有，

就学校附近这些中学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在玉屏

县（h21）……” 

hh16 补助 1000 元 

“相对而言实习大多没有什么经验（h22）可能

也比较累吧，开始都是听实习老师的课……” 
hh17 一大半的人都有 

“我有看学校哪里有招聘，这些我到是有看

过……没有了解学校的网络（h23）” 
hh18 具体办理不熟悉 

“我都是有朋友呀那些给我推荐公众号呀，或

者有招聘信息的话他们会发给我（h24）……” 
hh19 学校安排 

“主要是我们也不太了解学校有哪些网站，就

不太了解（h25）……” 
hh20 考研同学不用参加 

“老师有讲过上一届的一些情况，我们专业就

业率不是很高（h26）……” 
hh21 实习基地多 

“出去了之后没有考上正式的事业编呀或者公

务员啊……他们就没有去找工作或者在准备考

试（h27）” 

hh22 自己没什么经验 

“有参加了一个我们专业的野生动物协会，说

实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就是会加学分

（h28）……” 

hh23 通过网站了解就业 

“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去听讲座挺容易的，现

在好像挺难的，要在易班上排队呀什么的

（h29）……” 

hh24 朋友推荐 

 hh25 学校网站不了解 

 hh26 就业率低 

 hh27 过渡依赖考试 

 hh28 社团帮助小 

  hh29 预约听讲座 

  

二阶编码： 

hh1对课程印象不深；hh2就业指导课程接触少；

hh3 大一开始上这个课 
hhh1 课程设置 

hh4 非专业老师；hh5 不了学生的专业情况 hhh2 教学效果 

hh6 参加两次野外实践；hh7 老师带队；hh8 跟

学生分享讨论 
hhh3 教学互动 

hh10 考研人数多；hh11 领导重视考研；hh13

大一大二开始鼓励我们；hh14 开多次研讨会 
hhh4 考研考公指导 

hh15 没有接触就业方面的老师 hhh5 教师数量 

hh12 缺少实际的一些行动 hhh6 领导重视程度 

hh16 补助 1000 元；hh17 一大半的人都有 hhh7 资金 

hh18 具体办理不熟悉 hhh8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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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9 学校安排；hh20 考研同学不用参加；hh21

实习基地多 
hhh9 实习 

hh23 通过网站了解就业；hh24 朋友推荐；hh25

学校网站不了解 
hhh10 就业网站 

hh26 就业率低 hhh11 就业情况 

hh27 过渡依赖考试 hhh12 职业观教育 

hh22 自己没什么经验；hh28 社团帮助小 hhh13 能力培养 

hh9 准备继续备考；hh29 预约听讲座 hhh14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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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被访谈者 I 的详细访谈及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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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 I 的相关访谈及编码 

一阶编码： 

“有开过这门课程好像是在大二吧，因为具体时间

我也忘了因为比较早（i1）……” 
ii1 记忆不太清晰 

“一般就是说你大三大四的一些规划，也会说一些

面临毕业你想做什么工作的一些规划（i2）……” 
ii2 找工作时需要规划 

“自己也会去做一些规划，大学阶段把什么证给考

了，真正就业的时候你到底想干什么（i3）……” 
ii3 考证很重要 

“当时课开太早了规划的话不太想得到（i4）……

比例说当时说我要干嘛，但是真正面临要毕业去选

择就业的问题的时候（i5）” 

ii4 课程开太早 

“讲座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少，有些也没有去听

（i6）……” 
ii5 计划和规划差距大 

“实践的话因为我们专业肯定比较多，我们专业会

模拟呀（i7）……” 
ii6 很少听讲座 

“我们班的话 46 个人分了 8 组，两节课下来也才模

拟了四组，一个人上去讲的话也才几分钟（i8）……” 
ii7 通过模拟实践 

“在模拟的时候还是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就是说自

身的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自己一系列的动作呀

（i9）……” 

ii8 个人展示时间少 

“……结束的时候老师会把错误的一些给指出来，

对于我们专业的话本身就是要来发现自己然后来改

善自己（i10）” 

ii9 对实践平台的需求 

“老师她也会说，比如说哪里又有一些就业的招聘

啊，他会发在群里让我们看一下（i11）……” 
ii10 指出一些问题点 

“辅导员会谈及你今后具体是做本专业的一些工作

还是说从事其他工作都会说一些（i12）……” 
ii11 班群发表信息 

“负责就业这块的话，我感觉老师比较少耶

（i13）……” 
ii12 辅导员做引导工作 

“这方面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没有创业

（i14）……” 
ii13 老师比较少 

“因为马上要毕业了，还是希望可以了解到更多接

下来的具体流程是怎样的，或者是该怎样做，希望

这方面能给我们多提供一些（i15）……” 

ii14 不清楚 

“就业希望顺利毕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应该

还是会把教师资格证、公务员方面的这些考试先考

了（i16），之后再会投简历呀看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岗位（i17）……” 

ii15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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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自己想去做哪一个，自己选择报给老师,都是

学校安排的（i18）……” 

ii16 考教师资格证、公务

员 

“我们差不多有一二十个在行政楼实习嘛，还有一

些到政务中心或者是一些乡政府（i19）……” 
ii17 先考试后就业 

“我的去的成都实习的嘛在公司里面，但是实习不

是关于本专业的（i20）……” 
ii18 学校安排实习 

“我们班有八九个一起选择的这个，实习工资怎么

说我觉得一般般吧，毕竟我们经验上（i21）……” 
ii19 实习地点多 

“我周一到周五没课的时候也到学校行政楼实习

过，大概的也就是那些工作（i22）。然后我就想出

去看一些，接触不一样的事务（i23）……” 

ii20 接触不同专业的岗位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在逛学校的官网，感觉

里面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量太少了点（i24）……” 
ii21 工资一般 

“社团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下来吧，如果你参加

一半就没参加了，我感觉是也没多大作用

（i25）……” 

ii22 提升空间不足 

 ii23 尝试新挑战 

 ii24 信息量太少 

  ii24 社团帮助不大 

  

二阶编码： 

ii1 记忆不太清晰；ii4 课程开太早 iii1 课程设置 

ii6 很少听讲座 iii2 指导方式多样化  

ii7 通过模拟实践；ii8 个人展示时间少；ii9 对实践

平台的需求；ii10 指出一些问题点 
iii3 教学互动 

ii12 辅导员做引导工作；ii13 老师比较少 iii4 教师数量 

ii14 不清楚 iii5 资金 

ii15 不清楚 iii6 档案管理 

ii18 学校安排实习；ii19 实习地点多；ii21 工资一般；

ii22 提升空间不足 
iii7 实习 

ii24 信息量太少；ii11 班群发表信息 iii8 就业网站 

ii2 找工作时需要规划；ii5 计划和规划差距大；ii17

先考试后就业 
iii9 职业观教育 

ii3 考证很重要；ii24 社团帮助不大 iii10 能力培养 

ii16 考教师资格证、公务员；ii20 接触不同专业的

岗位；ii23 尝试新挑战 
iii11 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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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姓    名 廖世佳 

生    日 1990 年 05 月 12 日 

出 生 地 中国湖南永州 

教育背景 本科：湖南师范大学 

 专业：会计电算化，2015 年 
 硕士研究生：兰实大学 

 专业：工商管理，2020 年 

永久地址 中国湖南省永州市 

邮箱号码 616755884@qq.com 

工作地点 贵州省铜仁市川硐镇教育园区 

工作岗位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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