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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6_646975.htm 就业形式严峻不如换个理想 8

月份，才市进入相对淡季，用人单位招新力度尤其是对毕业

生的需求明显下降，"僧多粥少"的局面让不少还没找到工作

的应届毕业生更加焦虑。"每天窝在家里上网，谁都不想见，

也不想出去找工作。"今年6月刚毕业的魏治平这样的生活状

态持续了一个月，"我想要的工作找不到，索性就不找了。" 

目前，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普遍存在心理压力大、迷茫

、焦虑等状况，一部分人甚至开始失眠、抑郁。专家分析，

毕业生群体中出现的上述现象，是由心理冲突或个人遭受挫

折以及可能要遭受挫折而产生的一种紧张、恐惧的情绪状态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人的职业理想在现实中受挫。 其

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如果无法从事理想的工作，不妨

主动去寻找"第二个理想".有时候，第二个"理想工作"可能比第

一个"理想工作"还会有满足感。第三、第四个理想⋯⋯一个

个目标追逐下去，总有机会。 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有近八成

大学生找工作的主要参考依据仍是"专业对口".而在现实中，

仅有41.22%的人表示目前的工作与专业稍微沾点边，完全对

口的不到一成。同时记者注意到，现在才市上提供的大多是

营销、文秘等普通岗位，对于毕业生的专业要求十分宽泛，

如果毕业生执著追求专业对口，那么，就业之路就可能越走

越窄。 省人才市场总经理韩志忠分析说，工程技术类毕业生

专业性较强，在一个专业大类中"改行"比较现实也相对容易

，而如果完全放弃专业，就有点得不偿失，毕竟，才市需求



中工程技术类人才最缺。而大量的理科、文科等基础学科毕

业生，相对来说所学知识不是很专，及时调整职业理想，"尽

快就业",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大学生目光应放长远一点。过分

追求专业对口，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求职之路制造障碍，而

后续的职务学习，远比一开始就必须"专业完全对口"重要得

多--毕业生只有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工

作中取得成就。 相关链接： 2010年国考申论热点反贸易壁垒

2010年国考申论热点中欧经济合作 2010年国家公务员申论注

意新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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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