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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F_A5_E6_98_BE_E7_c123_280311.htm 现在有多少大学生在

走出校门后从事的是与所学专业相符的工作？日前浙江理工

大学对下沙高校学生就业心理做了一次调研后发现：现在八

成学生愿意选择一个与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 “经过这次调

研，我们发现，面对就业压力与竞争，大学生大多选择走务

实路线，就业与社会需求接近，以实现自身价值为首要目标

；大学生就业定位呈多层次发展，独立性增强；大学生对专

业的忠诚度比往年降低。”组织了这次调研的理工信电学院

创业先锋协会这么总结。 据了解，此次问卷调研是在浙江理

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内

展开的，调查了数百名同学，主要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主

。 调查显示，45.2%的同学表示要靠自己的实力成功找到工作

，不愿意靠父母或者找关系。当问及影响成功就业的主要因

素时，40.5%的同学认为能力是主要因素，综合实力成为学生

求职过程中最具竞争力的因素。不过对于自己就业前景所持

的态度，只有20.9%的同学表示乐观，大部分同学处于“没感

觉”状态。当对自己专业的喜欢程度进行选择时，45.9%的同

学选择了“一般”，21.1%的同学表示“不太喜欢”。可能也

正因为此，很多同学表示愿意转行或从事与专业相关行业，

选择单纯从事专业工作的同学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只占20%

，比往年同期问卷调查，降了5个百分比。 负责本次调研活

动的丁老师分析认为，现在的专业设置对于以后学生的择业

不会有太多束缚，学生在学习的一些专业，学科划分较细，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在很多企业里，很难找到与其所学专业

名字完全相符的职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专业归属感

相对会比较弱，因此也更加容易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这种

现象是社会进步、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常现象，不影响学生的

专业选择，有能力的学生，即使不从事自己所学专业的相关

工作，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被社会认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