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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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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 校招生分配制度改革带来就业形势的变化,大 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表 现出择业竞

争意识增强、自我意识突出、功利性显现、多样化发展 ,给 传统的社会本位价值观、以和为贵价值观、诚信价值观、一

元主导价值观带来了冲击,对高校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加 强大学生价值观与诚信教育,培 养大学生团

队协作精神,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肓工作者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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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高校招生分配制度改革使

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大学

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近十年来 ,从

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论著与

调查报告相继面世①,但从教育学尤其是高校价值

观教育角度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相对较少②。大

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及其相关调查资料显示 ,面对

新的就业形势 ,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发生了较

大变化 ,对我国高校价值观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

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结合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

变化加强价值观教育 ,是高校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鉴此 ,本文拟从职业选择角度探讨大学生职业价值

观的变化及其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 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娌变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衡量社会上某种职业优劣和

重要性的内心尺度 ,是个人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 ,并

为其进行职业选择、努力实现工作 目标提供充分的

理由。职业价值观反映的是人的需要与社会职业属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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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的关系,是人对社会职业的评价。选择职业

是人生的一大课题。对大学毕业生而言,择业是其

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关键一环 ,被誉为
“
人生的一

大选择
”
。大学生的择业观念与行为不过是其价值

观念的集中反映。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以及市场

经济的发展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 ,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择业途径从
“
统一分配

”
到

“
双向选择

”
,大

学生择业的竞争意识增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

国大学生就业一直实行
“
国家统一分配

”
政策。自

1995年开始 ,国 家逐步确立了高校毕业生
“
以市场

为导向,政府调控与学校推荐相结合 ,学生与用人单

位双向选择
”
的就业目标模式。在

“
统分

”
政策下 ,考

上大学就意味着毕业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大学生

普遍缺乏竞争意识。然而 ,为 了分配好工作 ,毕业学

生及家长拉关系、走后门现象比较普遍。随着双向

选择就业模式的确立 ,尤其是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

业市场 ,大学生的择业竞争意识逐渐增强。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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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人职业准备阶段 ,职业竞争所需要的文凭、证

书、技能就进人他们关注的视野。近年来 ,国 内各种

专业资格考试、研究生考试以及国际通行的资格证

书考试和出国所需要的语言等级考试等让大学生应

接不暇。zO02年 ,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河北理工

大学对全国 36所高校 9472名 大学生进行了一次
“
大学生价值取向调查

”
。其中 ,“大学生对专业课外

最想学习的内容选择
”
结果显示 ,计算机知识、网络

技术、实用技术以超过半数的比例远远领先于其他

选项而位居前列 ,而
“
政治理论

”
学习却几乎被大学

生排在了最末一位E1彐 ,说明大学生重视现代实用技

术与职场能力培养 ,轻视思想素质与理论素养训练

的倾向十分明显。

二是择业目标从
“
关注社会

”
到

“
关注个人

”
,大

学生择业的自我意识突出。毕业生求职行为取决于

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从

建国到 80年代初期 ,中 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

几乎杜绝了大学毕业生择业 自我意识产生的可能

性。在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下 ,出 于对党、政

府、祖国与人民的爱,绝 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服从分

配 ,心甘情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而 自我

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市 场作用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影响日益增强。在毕业生的价值取向

中,昔 日那种长期被压抑的个人成分开始显现出来 ,

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人目标的追求开始主导毕业生

的就业选择行为。如果说前几代人习惯于把
“
小我

”

融化到
“
大我

”
中以感受奋斗目标的意义 ,当 代大学

生却更乐于把
“
小我

”
从

“
大我

”
中分离出来以定位自

我的人生目标。面对 日益竞争和完善的就业市场 ,

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努力在现有条件下谋求个人发

展 ,择业时第一看发展前景 ,第 二看施展才干的机

会 ,第 三看薪酬福利。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利于

自我发展是当代大学生择业考虑的主要因素。1998

年 ,丁雪红对大学生职业动机进行定量比较研究后

发现 ,大学生最关心的是能力和挑战等 自我实现因

素匚2彐 。1999年 ,凌文全等人对我国大学生职业价

值观进行研究后发现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符合

自己的兴趣、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等自我发展因素成

为大学生择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匚3彐 。⒛02年 ,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
“
您奋斗成为大学生的主要动

机
”
调查 ,把

“
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
、
“
回报家庭与社

会
”
作为社会价值取向,把

“
适应社会找个好工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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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更好
”
、
“
证明自己的价值

”
、
“
出人头地

”
作为个

人价值取向,得到的数据显示 ,19.8%的大学生选择

社会价值 ,38。 5%的大学生选择个人价值 E1彐 。这些

研究成果表明个人本位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

形成 ,大学生择业具有明显的自我倾向。

三是择业标准从
“
内在精神型

”
到

“
外在功利

型
”
,大学生择业的功利色彩凸显。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 ,大学生择业更注重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 ,既不谈

个人现实利益要求 ,也不以物质或经济标准去判断

职业。1986年 ,詹万生等人的调查显示 ,“ 经济收人

高
”
被排在第四位 ,而

“
学习条件好

”
、
“
社会地位高

”

被排在第一、二位 ,表 明当时大学生更看重知识渴求

和职业声望 ,而经济收人并非职业选择的主要动因

E矧 。但在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深人发展的社会环

境下 ,大学生面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纷繁复杂

的社会现象 ,其职业价值观变得功利、务实 ,职业定

位追随市场感觉。大部分学生开始把第一份工作看

作是谋生的手段而非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愿意为之

倾付心血的事业。1996年 ,北京大学团委的调查结

果显示 ,把
“
经济收人高

”
作为影响择业的重要因素

的学生比例高达 73.3%匚 4彐 。zO02年 ,中 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在
“
大学生选择未来职业考虑最多的因素

”

调查中,86.4%的 人最关心经济收人 ,70.24%的 人

最关心权力、地位升迁机会,65.88%的 人希望工作

舒适、地点好 ,s1.39%的人关心专业对口、有出国机

会 ,只 有 12.37%的 人表示不在乎职业风险氵同时 ,

绝大多数毕业生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作为

自己的选择意向,选择去农村工作的毕业生不到总

数的 5%匚 1彐 。部分大学生仍受
“
学而优则仕

”
传统

观念影响 ,轻视工厂的实际技术工作 ,向 往到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去工作。这些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

职业观是以个人发展为目标 ,以 经济利益为导向,以

就业地区选择为保障 ,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四是择业取向从
“
一元

”
到

“
多元

”
,大学生择业

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 国经

济成分单一 ,职业的社会地位、名声是大学生们择业

最看重的因素 ,国家机关、科教文卫、国营大厂是青

年最想去的单位。zO世 纪 80年 代末 ,随着社会经

济结构变化和利益群体分化 ,曾 经被归人另册、被认

为可有可无的一些就业领域开始吸引大学生择业的

目光 ,求稳怕变、重视
“
正统

”
的就业观念遭到冲击 ,

大学生择业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丁大建、高庆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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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03年 北京地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首

选
”
调查 中,33.1%的人选择外企或合资企业 ,27。

4%的人选择大型国企 ,19.7%选 择科研、学校、医

院、新闻等事业单位 ,13.5%选择政府机关 ,2.5%选

择自己创业 ,1.6%尚 未考虑好 ,0.4%为 其它 E5彐 。

另外 ,以 往
“
干一行 ,爱一行

”
的职业价值观念开始被

摒弃 ,当代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开始根据 自己发展

需要而
“
爱一行 ,干一行

”
,如果职业不符合自己的愿

望 ,勇 于放弃 ,重新选择。

二 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挑

战

首先 ,个人本位职业观挑战社会本位价值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受到以社会、

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影响,呈现出服从

集体和国家需要的特征。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

观强调集体、国家利益至上 ,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

一定的局限性。90年代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个人的独立自主地位逐渐得以确立 ,大学毕业生在

择业时敢于积极追求个人价值、尊严和利益 ,自 我意

识、成就欲望、自我责任明显增强 ,这无疑是社会发

展与时代进步的表现。然而 ,市场经济犹如一柄双

刃剑 ,它在造就大学生独立自主择业意识的同时 ,也

使相当部分大学生择业的社会责任感相对减弱 ,表

现出在择业时过分关注个人利益和需要 ,关注西方

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营造 ,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择

业意愿 ,不惜一切手段 ,滋生了严重的个人主义。这

种个人本位的职业观对高校传统的社会本位价值观

带来了强烈冲击。

其次 ,功利性职业观挑战诚信价值观。在激烈

的就业市场中,有些大学毕业生为了获取一份理想

的工作 ,不惜违背做人原则 ,背信弃义 ,在求职材料

上运用各种心思和技巧 ,仿造各种证书,使求职材料

的水分越来越重。一些用人单位发现 ,他们所收到

的学生简历 ,有 2/3以 上的称 自己是三好学生或者

优秀学生干部 ,有近一半的称 自己获有计算机或其

他等级证书,有 80%以 上的称有工作 (实 习)经 验
ˉ
E6彐 。这说明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有夸大在校成绩、

伪造各类证书、编造工作经验等行为倾向。一些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后 ,为 了谋求个人的

私利 ,还擅自毁约、随意跳槽或不按就业合同办事。

据报道 ,浙江余姚某电器企业招聘省内外 ⒛ 余名大

学生 ,不到一年只剩下 1名 在坚守岗位 ,公 司不得不

再到洽谈会上急寻人才。大学毕业生频频毁约跳

槽 ,已 成为用人单位的心病。另外 ,毕业生的诚信问

题在助学贷款归还上面也表现出来 ,直接影响到银

行对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发放。

再次 ,竞争性职业观挑战以和为贵价值观。人

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社会稳定安定 ,是古今中外许多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追求的理想王国。
“
以和为贵

”

的传统价值观在计划经济时代得到人们广泛认同 ,

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 ,然 而它容易导致人们缺

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随市场经济的建立 ,人们

竞争意识逐渐增强。在竞争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

生 ,他们多年的校园生活都是在各 自为战的学业排

名中度过的 ,他们体验最多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 ,这

容易使他们满脑子充斥竞争 ,忘记人与人之间需要

合作 ,忘记人类社会是靠人与人的协作而不断取得

进步的。有的大学生在求职时为了击败竞争对手采

取卑劣手段 ;或在工作岗位上为了独显 自己的能力 ,

不愿与他人合作。经历了激烈竞争的校园生活的锻

造 ,相 当部分大学毕业生个人能力极强而团队协作

精神缺乏 ,这给他们的事业与生活发展带来 了极不

利的影响。zO04年 ,在 企业人才需求专题研讨会

上 ,美 国毕益辉系统 (中 国)有 限公司、丰 田汽车 (中

国)投 资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人事经理称 :“ 我们

不要高校的尖子生 ,因 为他们的个人能力过强 ,与别

人的磨合能力差 ,会 造成整个团队协作 出现 困难。

企业不是找最优秀的人 ,而是找最合适 的人。我们

要的是人品好、踏实的年轻人。
”
匚7彐确实 ,具备

“
团队

精神、品行好 、敬业精神、沟通表达能力
”
,是不少外

企录用人才的标准。

最后 ,多元化职业价值观挑战一元主导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大多数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风

尚的集合体。在我国 ,长期以来 ,集体主义价值观一

直居主导地位 ,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和评价统一在
“
人

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
这一点上。当今 ,在承认个人利

益、通行等价原则以及维护民主、自由、竞争等思想

观念的前提下 ,社会价值取向不可能是单-的 ,而是

趋向多元化的。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现象在当代大学

生的职业观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有的把金钱作为评

价职业优劣的标准 ,信奉拜金主义价值观 ;有 的把当

官作为一生求职的奋斗 目标 ,崇 尚杈力主义价值观 ,

有的把出名作为职业的支撑 ,追求虚荣 ;有 的认为择

业是为了
“
追求 自己美好的生活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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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
;有的坚持

“
报效祖国

”
是事业成功的基石。总

之 ,在 当代大学生职业观中,绝对权威崇拜和绝对一

元的价值信仰已不复存在 ,而代之以一幅多元纷呈

的价值图像。

三 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新任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大学生职业观的变化

是市场经济体制和招生分配制度改革的产物 ,既有

积极因素 ,也有消极因素 ,对高校价值观教育提出了

新要求。

第一 ,加强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 ,坚持自我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择业观是大学生职业的基本

评价和看法 ,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就业问

题上的反映。过去 ,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强调

社会集体价值时忽视个体价值 ,若再用这种片面的

价值观教育当代大学生 ,结 果只能被拒绝被否定。

高校价值观教育应与时俱进 ,大胆承认个人利益和

自我价值的迫求 ,却也不能矫枉过正 ,需要防止个人

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要让大学生认识到把劳动和个

人利益联系起来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

最终目标来看 ,劳动的价值应该超越狭隘的个人利

益 ,应指向集体最长远的共同利益。只有将 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的事业才是成功的事业 ,才

可能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大学生的人生

价值目标应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目标 ,

个人目标应服从于社会的主导目标。太学生要转变

就业观念 ,要既能当干部又能当工人 ,既可在国有企

业就业又可在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

企业就业 ,既可在城市也可到乡村 ,既可在内地也可

去边疆。因此 ,我们在价值观教育中,要始终把
“
个

人对社会的贡献
”
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唯一

标准 ,坚持社会价值观导向的一元化 ,加强集体主义

基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道德核心的教育。

目前 ,团 中央和教育部推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 ,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主动放弃了沿海

优越的工作条件而志愿到西部服务 ,实 现 自身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统一。⒛04年 ,清华大学首届国防生

毕业分配到部队。毕业前夕 ,他们在写给中央军委

主席江泽民的信中表达了他们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也许我们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大

都市的繁华 ,更不可能腰缠万贯 ,但享乐安逸不属于

我们 ,无私奉献才是我们的责任。献身国防 ,是实现

我们报国理想和个人成才的最佳选择。蓬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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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事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我 们要在这个

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 ,燃烧 自己的青春和激情。
”

匚8彐江泽民致信清华大学毕业国防生 ,对他们积极投

身国防事业给予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殷切希望。高

校应抓住这些事例 ,在大学生中大力倡导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志向,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增强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zO03年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萤

事长兼总裁张思民预约 zO0名 大学生志愿者加盟海

王集团。他认为 :“ 一个愿意到西部做志愿者的人 ,

一定是对社会、对 自己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人。对企

业而言 ,有责任感的人是最好的员工。
”
匚9彐

第二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坚持
“
做人”与

“
做

事
”
同步。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做人的基

本要求。然而,一些大学生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

在求职择业中毁约跳槽不讲信用 ,诚信危机凸显 ,表

现出做事能力强而做人品行缺乏的特征。高校对人

才的培养不能只是教会学生知识和能力 ,更重要的

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人。要让大学生懂得 ,在 市场经

济条件下 ,诚信既是人们安身立命和得以成功的最

基本的道德品质 ,也是人们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

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丢掉了诚信 ,

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生活与事业的成功。高校要充

分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开展诚信教育 ,加 强大学生的

道德自律。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学发起的
“
共青

团无人监考班
”
活动 ,浙江师范大学开展的

“
诚信、责

任、青年
”
征文评比活动 ,北京工业大学以

“
无人售

报
”
为契机进行

“
诚信与责任

”
主题教育活动 ,目 的都

是让大学生认识到
“
诚信与责任

”
是社会对大学生的

基本要求。高校还应结合人才市场上的选人标准 ,

让大学生明白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各的合格人才。

第三 ,培育大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坚持竞争与合

作并存。在竞争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 ,平

时因缺少与他人合作的机会而缺乏合作意识乃至团

队精神 ,普遍表现为协作能力低。zO00年 ,上海高

校以
“
当前大学生基本素质的自我判断

”
为题进行调

查匚10彐 ,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 自身具有的竞争意

识、科学精神、法律意识、理想信念等方面评价较高 ,

而对自身具有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协作精

神、心理素质评价不高甚至较低。在现代社会 ,竞争

是人必各的生存能力 ,但学会与他人合作也是现代

人的基本生存技能。因为 21世纪科技发展一体化、

综合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个人的力量显得非常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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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许多大型科研项目需要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人

员通力协作方能成功 ,创 新人才将以一种集合体的

方式呈现出来。高校教育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合作意

识与合作能力放在重要位置。近年来 ,我 国教育界

引人了
“
培养合作精神

”
的教育理念 ,如 某些数学和

计算机竞赛改变了以往只有个人赛形式而增加了团

体赛形式。这种基于团队合作的竞争是以成员的优

势组合来提升团队的合作成效 ,由 此带来的人际关

系必然是互相协作并互通有无 ,所形成的心态则是

宽宏大量 ,而每个人不仅能对自己的长处自信 ,同时

也能欣赏他人的优势。高校应充分利用大学生的团

队活动 ,培养团队精神 ,让大学生在具体活动中发现

自己与他人的特长与不是 ,认识到团结与合作的重

要性 ,并不断提升成员之间合作的技巧。高校在教

育中应多引人团队创业成功的案例 ,如 惠普、微软、

雅虎、苹果电脑等世界优秀企业都是从团队创业起

步的 ,让大学生明白优秀企业更看重员工的协作精

神。北京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在招聘时就十分注意

招聘对象的潜在素质与协作技能。如果两个应聘者

具有相同的研究成果 ,一个是独立完成的 ,另 一个是

作为项 目负责人完成的 ,实验室更倾 向于后一位应

聘者 ,因 为他经受过团队合作的考验 ,知道如何与人

相处。可见 ,竞争需要合作 ,合作支撑竞争 ,高校教

会学生合作比教会学生竞争更重要。未来的人才只

有具备谦虚谨慎 ,懂得尊重、关心、团结他人的素质 ,

才能有所建树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注释 ∶

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的有 :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安国启、邓希泉《20O3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2OO3年

11期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马陆亭《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录用与评价》(《 高等教育研究》2OO2年 l期 ),厦 门大学社

会学系胡荣《大学生对职业的评价及分析》(《 高等教育》人大复印资料 zO∝ 年 2期 ),中 国人民大学丁大建、高庆波《毕业了

你将去哪里》(《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年 4期 )等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的有重庆大学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研究课题组《182

名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调查》(《 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年 1期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吴谅谅、李宝仙

《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应用心理学》20O1年 3期 ),山 东师范大学戴金来《大学生择业心理态势透视

分析》(《 理论学习》2001年 9期 ),西 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于海波、张进辅《从职业价值观中分析当代大学生需要的特点》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科版 zO03年 2期 )等 。

②从教育学尤其是价值观教育角度探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相对较少,如 广西医科大学莫税英《大学生择业观教育之我见》

(《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O04年 9期 )、 重庆工商大学喻永红《当代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特点与教育对策研究》(《 教育探索》

zO03年 12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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