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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2021_2022__E7_9B_98_E

7_82_B92006_c123_282959.htm 关键词一：信息强迫症 睡觉时

开着手机，即使上课时，也不时掏出手机查看有无未接来电

，如果一天不带手机，就坐立不安，这些现象随着就业高峰

的来临，成为不少大学生的普遍症状，这种症状也被称为“

信息强迫症”。漏接招聘单位的面试电话成为应聘者最担心

的事情。邮箱也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地方，毕业生每

天查看邮箱，少则两次，多则七八回，每次看到新邮件，心

跳就开始加快。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张麒提醒毕业

生们，应该对强迫现象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就业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就业焦虑的发泄口。此外，就业并

不要求一次定位准确，也不要看作不可失败，不妨阿Q一些

，此处有失，也许另一处就会有得。 关键词二：大学生保姆 

因为遭到误解、压力太大，四川想当保姆的女研究生最终向

家政公司宣布自己“不干了”，但是她感到委屈，因为自己

到家政公司报名是想做管理人员，只是想兼职做些家教工作

，但在大家眼里已经变成了想当保姆的研究生，“这件事已

经偏离了它的本相”。 其实不止是研究生当保姆有压力，就

是目前的本科生当保姆，也只是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实

践的一部分，短短的暑假实践只是临时打工，和以后的就业

没有太大的联系，既谈不上择业观的改变，也不牵扯人才浪

费的问题。专家提出，真正能被大学生接受的是被称为中国

管家的家庭秘书、家庭管家和家庭顾问等，相应的模式是：

他们不住家，主人上班去的时候，他们进家服务，主人下班



后，他们离开。目前也有类似管家类的家政公司，也有大学

生甚至研究生作为家庭管理人员在从事这个行业，但这和只

在暑期“当保姆”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键词三：零工资就业 

一些毕业生为了得到工作，不得不放弃应有的劳动收入和社

会保障权益，采取了“零工资就业”的方式。一份关于

“2006大学生就业力调查”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6

万人中，“零工资就业”的人已占被调查者的0．8％左右。 

专家认为，零工资就业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积极意义是

，毕业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积累经验，企业也可以多方面考

察员工；负面影响是，公众对大学的预期值降低，更多的人

不愿进入社会而选择继续求学；或导致求学意识转变，使得

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零工资就业者”是隐性失业人口，

他们的增多会加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 关键词四：信

任危机 招聘会遭遇了求职者的信任危机。因为招聘会上求职

者远远多于招聘岗位的现实，使得能够获得招聘方面试机会

的“幸运者”寥寥无几，这使求职者对于招聘会的满意度越

来越低，期望也越来越少。 针对招聘会的这一现状，尤其是

一些大规模招聘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专业细分才

是发展方向，小型的专场招聘会有一定的针对性，对企业和

求职者都有好处。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网络招聘求职会成为

求职的主流形式，而且网络求职会借助其他渠道更加完善。 

关键词五：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是消除职业困惑、面向职业发

展的一系列服务的统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学校对学生职

业规划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大学生在求职的时候，必须

把自己和市场、企业的需求有效结合起来，从而为自己挑选

一个好的职位。因此，大学生在校时要了解自身的兴趣能力



和人才市场的需求。学生的职业规划做得科学、合理，符合

个人今后的发展趋向，和学校的指导有直接的关系。学校在

对学生个人性格的测试、对个人就业理想的选择、对个人规

划的指导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六：订单式培养 

“订单式培养”就是学校与企业进行合作，企业作为市场主

体，提供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并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学

校和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结合岗位需求组织教学，学生

毕业后到企业直接上岗工作。 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担心“订单

”培养出的人才功能太单一，离开了对口企业很难生存。有

专家提出不要把“订单式培养”搞成微观培养，不要针对某

个企业，而是要针对整个行业进行“订单式培养”，高校应

该分析某一行业的状况，找到行业的标准，能够科学准确地

分析出这种行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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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