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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ies	expansion,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fresh graduat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faced by ethnic minority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ethnic	minorities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dilemma,	the	cause	is	analyzed	,and	the	
strategy is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n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tudents. That is: policy til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ipartite linkage employment assistance system; create conditions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and precise assistance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e should shift our mindset and strive to enhance ou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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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境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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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大环境变化以及高校扩招影响，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
力持续增大。结合当下就业形势，论文深入分析了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基于困境基础上，剖析成
因，并从国家、高职院校和学生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即：政策倾斜，制定三方联动就业帮扶体系；创造
条件，提供就业创业个性化精准帮扶；思想转变，努力提升职业胜任力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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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后疫情时代，随着各大高校持续扩招，高职院校应届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日趋严重，少数民族毕业生因受到家

庭、价值观、个人能力等主观因素及地域差异、社会环境等

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求职就业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就业

困境重重。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毕业生在促进民族区

域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立足于高职院校实际，理性认识困境，深入剖析原因，

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齐心协力，探究和解决少数民族毕业

生就业难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2 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之困

2.1 就业资源与环境劣势，就业率较低
近年来，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呈递增趋势，2024 年高

校毕业生人数接近 1180 万，供给侧持续增量，市场链呈现

毕业生“供过于求”的趋势。严峻的就业大环境，单位聘用

人才的评价标准和维度也越来越多。因少数民族学生主要聚

居边疆和自然条件相对艰苦的地区，文化背景不同，社会资

源相对有限，再加上地域的特殊性，本地能为毕业生提供的

高质量就业岗位相对内地少之又少，难以满足毕业生就业需

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1]。相较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在少

数民族学生的生源引进、人才培养与输送等环节存在明显的

差异和劣势，致使在人才济济的招聘会上，因院校劣势、地

域环境、地方文化差异、语言交流障碍等客观因素，受到排

挤；在人才角逐的公职单位考试中，报考和录取受到一定条

件的制约；在部分高质量和需要内推的就业岗位上，获取就

业信息和资源的渠道有限，竞争处于弱势，致使就业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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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就业领域狭窄，对口率低下
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在招生时放宽了对少数民族学

生的要求，降低了门槛。从招生学科门类及专业看，选择性

多，但择校择专业时，少数民族学生的选择受限，追求“有

学上”而非“对口上学”，未充分考虑到个人的兴趣爱好、

未来规划等。因选择专业时考虑欠缺，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入

校后无法适应本专业课程学习和实践要求，学习成效低，只

能勉强完成学业。有些高职院校为了追求毕业率，对于少数

民族学生秉承“宽进宽出”的原则，要求低，人才培养质量

有待考量，致使少数民族学生的专业技能比较薄弱，毕业后

难以胜任对口的工作岗位，就业对口率低。另受到“大杂居、

小聚居”的民族文化以及传统的家风文化影响，部分少数

民族学生恋乡情节严重，期望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公务员、

事业单位等较为稳定的工作，却未考虑到上述工作的实际难

度，思想保守，就业领域狭窄。

2.3 职业胜任力不足，竞争力薄弱
国家鼓励发展高职教育，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职院

校少数民族学生招生多采取普通高考、基于高考的“知识 + 

技能”、综合评价、中高职贯通、单独考试、面向社会人

员招生与补充招生等多种方式，生源来源多样，质量不一。

相较于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差，学习能力

参差不齐，语言表达、沟通交际、计算机操作等能力薄弱，

学习动力亟待提升。大部分高职院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采

用和汉族学生合班上课的教学方式，较少考虑到少数民族学

生的特殊性，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障。致使少数民族学生整

体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等必备的职业胜任力不

足，提升缓慢，缺乏就业竞争力，就业岗位选择受限，就业

层次低下。

3 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困境之成因

3.1 就业帮扶政策和制度保障尚未完全落地
近年来，国家持续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

教育部也相应出台了少数民族学生招生和资助政策。但聚焦

到高职院校，政策的实际落实有待考量。宏观上，就业政策

明晰了方向，制定了标准，但并未考虑到院校的差异性，就

业帮扶、核查、惩戒等措施不完善，缺少有针对性的就业指

导。例如，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有特殊照顾政策，给予一定

的加分，但制度保障措施缺乏连贯性，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

特殊政策的关怀下进入高校，却在很多方面与汉族学生形成

较大差异，甚至难以顺利毕业。尽管部分高职院校采取“宽

进宽出”的举措，尽可能保证如期顺利毕业，但培养的毕业

生很难满足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缺乏相应的就业竞争力和

法律制度的保护。且少数民族毕业生因性别、地域、户籍、

民族等遭受就业歧视的现象数见不鲜。微观上，就业等社会

保障制度的不足，导致少数民族毕业生将就业目标锁定在家

乡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但上述单位对于人才的吸纳力

正在逐步减弱，虽然部分单位的部分岗位对于少数民族毕业

生采取了一定的政策倾斜，但大部分少数民族毕业生无法享

受到政策上的福利，或是“不就业”, 或是“非理想就业”，

工作不稳定性高 [2]。

3.2 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指导有待完善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希望招聘知识、

素质与能力等全面发展，能快速适应职场的毕业生。然而，

在少数民族学生培养上，因成本投入、师资配置、校园硬件

和软件设施等各种条件的限制，部分高职院校对就业市场的

洞察不足，依循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并未考虑学生的差异

性和市场的需求性。课程设置上，因循守旧，教学目标和内

容更新缓慢。教学方法上，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课堂参与度

低。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群体，基础教育滞后，且来到高职院

校的多为基础薄弱的学生，在同汉族学生同上课进度的情况

下，较难消化知识点，掌握有限。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基础

薄弱这一实际情况，为了提高课程通过率，部分高职院校课

程考核遵循能过则过的原则，降低及格线。实际上，学生并

未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就业指导上，虽开设了

职业生涯规划课，但教学设计上多停留在“满堂灌”的理论

知识讲解上，实操性不足。每年由于毕业生体量比较大，就

业指导工作任务繁重，就业指导内容普适化，缺乏对少数民

族学生群体求职的专题就业辅导，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

创业意识不强。

3.3 个人就业价值取向和观念认识偏差
通过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和日常工作中谈心谈话，发

现少数民族学生“懒就业”“慢就业”“不就业”的现象越

来越多。究其原因，不少学生求职方向单一，职业规划不切

实际，不考虑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等现实条件，

缺乏市场竞争观念。具体表现为：思想保守，倾向于回到民

族地区，将国企和事业单位视为首要选择，忽略了高质量的

民企；盲目追求薪资待遇，一心朝薪资高的岗位看齐；缺乏

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考虑自身的特点和专业优势，为了

签约而签约，就业初期难以融入新环境和团队，初就业持续

时间短；存在享乐主义和理想主义，拒绝扎根基层，服务 

基层 [3]。

4 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帮扶策略

4.1 政策倾斜，制定三方联动就业帮扶体系
国家应继续出台行之有效的就业帮扶政策，将该项工

作的责任压实到高校和企业，调动高校和企业积极性，促进

三方联动带就业。国家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

教育资源配置，继续实施“西部计划”等基层项目，增加公

务员及事业单位中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招录比，以此激励愿意

服务基层的少数民族毕业生。鼓励少数民族毕业生积极创

业，给予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并安排专业老师进行创业

政策咨询、疑难解答等服务，激励更多少数民族毕业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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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减轻就业压力，确保学生获得足够的技能培训和就业

扶持 [4]。通过给予企业诸多政策福利，要求和激励企业同高

校展开少数民族学生的协同培养，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建

校企合作专业和实践教学基地等。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为

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弥补少数民族学生缺乏实习经

历的短板，真正实现资源互补，提升协同育人效应。对于高

校，将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责任压实，给予一定的压力，要

求就业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专题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并定期汇报，避免就业统计的“假数据”，不定期抽检少数

民族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回访，对于违规操作的院校给予公

示和惩戒。

4.2 创造条件，提供就业创业个性化精准帮扶
高职院校应立足实际，以就业为导向，人才培养对接

就业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平台、“一站式”学生

社区综合管理平台，多方数据协同联动，建立少数民族学生

基本信息、学业、心理、奖助、就业等精准画像平台，精确

定位少数民族学生 [5]。

思想上，就业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贯穿大学生涯，

并非仅仅是毕业季开展的工作，每个年级均应为就业工作打

好基础。实践上，有条件的院校应将少数民族学生单独分班

教学，高效开展少数民族学生不同年级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

作，精准对接就业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大一阶段，摸排

少数民族新生选择就读专业的初衷及毕业后的规划和设想，

引导其打破思想“保守”的壁垒。激励大一辅导员做好少数

民族学生的引路人，了解需求，指导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方案，明确大学期间需要提高的能力和素

质及其实施途径。大二阶段，课程设计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

综合素质培养和实践技能提升。通过系列评优和奖励举措，

激励少数民族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参加多方面的职业

技能培训，以强化语言、沟通与交往等能力，尽可能考出专

业领域证书，提升实践技能，为就业打好扎实的基础。大三

阶段，强化文化适应、就业创业政策学习、 就业形势分析、

信息搜集及求职准备、择业技巧等具体问题的指导和实用技

能的训练。同时，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提高创业的基本素

质，实现自我及社会价值 [6]。积极调动院校内派教师、党员

教师等资源，梳理招聘信息尤其是面向少数民族学生的招聘

信息，提供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信息和资源，拓宽少数

民族学生就业渠道；开展师生结对，落实对少数民族学生个

人简历、面试指导等精准化指导服务；强化校企合作，打消

由于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学生不了解而产生的招聘疑虑；制

作优秀少数民族毕业生推荐花名册，定期邀请招聘单位参加

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双向座谈会，组织专场招聘会和职业博览

会 [7]；加强少数民族毕业生校友会的管理和联络，为下一届

毕业生就业储备资源。

4.3 思想转变，努力提升职业胜任力和就业竞争力
只有思想上与时俱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不断

增强，才能在求职时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少数民族学

生来说，需充分调动积极性：一是转变懒散的思想，打破 

“铁饭碗”的传统思想以及学科专业的局限，树立“先就业

再择业”的观念，拓宽就业行业领域。二是就业选择上更注

重自我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不断提升个人职业竞争力。三是关注社会需求，了解国家、

地方上吸纳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积极服务国家和

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在边远地区、

条件困难地区和民族地区寻找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平台 [8]。

四是积极参加校内外组织的各类活动，在各种活动中锻炼自

己的组织管理协调、语言表达等能力，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拓宽交友圈，进而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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