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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ocial hot spot. This paper takes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dig out the psychological distortion phenomenon in the employment choice of college 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using scale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deviations in cognition, 
emotion and feedback regulation in the employment process are fou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elf-concept,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work attitude obviously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bia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ir employment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guidance is also affected by students’ social cognit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ing the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bias of college students not only helps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in line with student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 makers to adjust employment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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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论文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中存在的心理扭
曲现象。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利用量表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发现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认知、情绪和反馈调
节等层面存在偏差。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环境、自我概念、就业压力和对待工作态度等因素明显影响了大学生在就业选择
上的心理偏误。同时，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有效性也受到了学生社会认知的影响。因此，理解和矫正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偏
误，不仅有助于提供更有效、更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就业辅导方案，还对于政策制定者调整就业政策、提高大学生就业质
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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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想看看大学生找工作时会有什么

心理上的问题。我们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发现，找工作时他

们不仅会因为外面的压力感到困扰，自己的想法和信心也会

影响到他们。一些心理上的错误想法可能会让他们找不到好

工作或者对工作不满意。我们发现帮助他们正确看待自己和

工作，给他们好的指导，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找到工作并且做

得开心。这项研究对老师、政策制定者和学生自己都有帮助，

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如何帮助大学生顺利找到工作。

2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现象与影响

2.1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现象分析

近年来，大学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系列

心理偏误现象 [1]。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质量，还

对其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名企和高薪是大学生

就业心理偏误中的一个显著现象。许多大学生受社会舆论和

家庭期望的影响，往往忽略了自身实际能力和兴趣，将目标

集中在少数知名企业和高薪岗位上，而忽视了其他具有发展

潜力的中小型企业。此类心理偏误导致了就业市场的竞争过

于集中，部分大学生在激烈竞争中失败，从而导致失业或就

业不满意。

从众心理也是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另一重要表现。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择业时倾向于跟随大众选择，而缺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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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思考和判断。此类从众行为往往导致大学生选择与

自身特长和兴趣不符的工作，进而影响其职业表现和长远 

发展 [2]。

再者，对自身能力和就业市场的认知误差也构成了大

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重要方面。在就业选择过程中，一些大

学生对自身能力过高估计，期望值过高，而另一些大学生则

低估了自己，选择时过于保守。这些认知误差使得大学生在

就业过程中无法做出最优决策，导致就业满意度低下。

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同样体现了大学生就业心理的显

著偏误。许多大学生在学校期间没有系统地进行职业规划，

临近毕业时才匆忙应对就业问题。这种缺乏前瞻性的择业态

度，容易导致在就业市场上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

通过对以上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偏误在大学

生就业过程中无处不在，且具有深远的影响。理解和矫正这

些心理偏误，显得尤为重要。

2.2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社会影响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不仅影响个体，也对社会产生广

泛影响。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引发的就业匹配不当会导致人

力资源的浪费和组织效能的下降，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心理

偏误造成某些行业职位供需失衡，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

性和竞争压力。一些重要领域可能因为人才短缺而影响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个人的职业

发展路径可能被误导，不仅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还可能降

低其职业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对社会整体生产力产生负面

影响。社会对大学生就业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社会冲突和不满情绪，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通

过深入理解和矫正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可以有效缓解这些

社会影响，促进更健康、更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

2.3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个体影响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对个体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它导致自我效能感的降低，使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产生自我怀

疑和不安，从而影响其就业决策质量。就业心理偏误可能引

发情绪困扰，如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进而对学生的身心

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对自身能力和就业市场的认知偏

误，学生常常难以找到与个人能力和兴趣匹配的工作岗位，

导致职业满意度降低，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这

些个体影响不仅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产生直接的负面

后果，也对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造成了长久的影响 [3]。

3 社会认知对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影响

3.1 社会认知理论及其在就业过程的应用
社会认知理论作为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强调个

体通过社会互动和环境线索形成认知和行为模式。在大学生

就业过程中，社会认知理论能够解释其心理偏误的形成机

制。根据该理论，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主要由三个要素决定：

个人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三者相互影响，共同作

用于个体决策过程中。

个人因素包括信念、态度和自我概念。在就业选择中，

大学生往往受限于自身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自我效能感。过低

的自我概念会导致对挑战性工作的畏惧，而过高的自我期望

则可能引发就业焦虑与现实的脱节。这些个人因素通过社会

认知的过程，会在就业决策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偏误。

行为因素涉及个体在就业选择和面试过程中的实际表

现。这些表现包括求职策略的选择，如简历的撰写、面试的

准备和表现等。而这些行为又会受到过去经验和成就的反馈

影响，在重复循环中强化或矫正个体的就业心理倾向。行为

因素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成为解释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重

要环节。

环境因素涵盖社会大环境和具体的就业市场环境。宏

观的社会氛围，例如国民经济状况、社会价值观和文化风尚

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微观的就业市场环

境中的用人单位要求和招聘信息传播，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

的就业选择和心理感受 [4]。社会认知理论强调，环境因素不

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就业决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

间接作用于心理偏误的形成。

在具体应用中，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分析上述三大要素，

解释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偏误。这一理论有

助于开发针对性强、更符合学生自身特点和需求的就业指导

策略和政策。

3.2 社会环境自我概念就业压力对就业心理偏误的

影响研究
社会环境、自我概念和就业压力共同构成了大学生就

业心理偏误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社会环境通过家庭、学

校和社会舆论等多方面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和选择。家

庭经济状况和家长对就业的期望常常影响学生的职业选择

倾向，导致不切实际的就业期望 [5]。学校教育和职业指导的

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就业市场的认知和准备

程度。社会舆论和媒体传播的就业信息同样塑造了学生的就

业观念。自我概念方面，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和职业价值

的定位会影响其就业决策，低自我效能感可能导致避难避险

的就业行为。就业压力则对大学生的情绪和选择过程有显著

影响，压力来源包括社会竞争、家庭期待和经济现实压力，

压力过大会导致决策偏误。综合来看，社会环境、自我概念

和就业压力在复杂互动中共同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偏误，

是理解和矫正就业指导的关键变量。

3.3 对待工作态度对就业心理偏误的影响研究
对待工作态度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偏误。消极

的态度可能导致就业选择中产生逃避和不自信现象，过度理

想化则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职业期待。这些态度偏误显著影

响毕业生的就业决策，最终影响其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

4 矫正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的策略研究

4.1 大学生就业指导对矫正心理偏误的作用研究
有效的就业指导能够显著纠正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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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偏误。这种指导不仅需要提供职业规划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还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心理差异与社会认知特征。通过全

面的职业测评，指导教师能够识别学生在认知评估、自我概

念和情绪调节方面的特殊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设计个性化

的指导方案。量身定制的辅导策略可以有效地减少学生在就

业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干扰。

就业指导课程的设计也应融入社会认知理论，强调学

生对自身能力、职业需求和社会期望的全面理解。在课堂教

学和课外活动中，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职业探索，有助

于其形成更客观的自我评价。与此模拟面试、企业参观、职

业体验等实践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减轻就业压

力，提高就业满意度。

就业指导教师需具备专业的心理辅导技能，能够及时

评估和干预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个别咨询和团体辅导，帮

助学生应对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增强其心理韧性和应变

能力。这些心理辅导措施不仅能够矫正学生在就业选择中的

心理偏误，还可以提升其整体心理素质，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系统化的就业指导不仅在更大范围内有效矫正大学生

的就业心理偏误，还能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就业指导方案，是解决大学生就业

心理偏误问题的关键路径。

4.2 基于社会认知特点的就业辅导方案的研究与设计
基于社会认知特点的就业辅导方案设计，以矫正大学

生就业心理偏误为核心目标，通过灵活运用社会认知理论，

开发针对性的辅导方法。强化就业认知培训，帮助学生全面

了解当前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避免因信息不足导致的认知

偏差。根据学生自我概念的不同，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辅

导，促使其能够更加理智地看待自我与职业的匹配度。设置

情绪管理课程，通过心理辅导和情绪调节，减轻因就业压

力带来的心理负担，使学生在就业选择中保持冷静和理性。

另外，通过模拟面试和真实案例分析，使学生在实践中提高

对就业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自信心和应对策略。建立持续

的反馈机制，定期评估与调整辅导方案，确保其在满足学生

多样化需求逐步消除就业心理偏误。这些设计不仅具备理论

支撑，更与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能够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就业

质量。

4.3 就业政策在矫正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中的作用

分析
就业政策在矫正大学生就业心理偏误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合理设计和实施就业政策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增强其自我效能感。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就业选择和机会，

鼓励学生探索各类职业路径，从而降低对特定职业的过度期

望。就业政策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塑造积极的就业观念，帮

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政策制定者应定期评估和

调整就业政策，以确保其与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认知特

点相符，达到矫正心理偏误的目的。

5 结语

本研究从社会认知角度，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大学生就

业中的心理偏差问题。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在就业中的心

理偏差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和反馈调节等层面，社会环境、

自我概念、就业压力和对待工作态度等因素对这种偏差影响

显著。同时，就业指导的有效性受到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影响，

需要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制定更有效的就业辅导方案。然

而，论文中还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我们尚未

详细研究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具体是如何影响其就业偏差的，

这也是论文的一个局限。此外，本研究还未进一步对大学生

心理偏差进行采样测试，以验证我们的研究结果。在未来的

研究中，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对不同类别的大学

生进行深入研究，以获取更具代表性的结果，并希望通过对

大学生就业心理偏差的深入研究，为形成更具针对性的就业

指导方案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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