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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秋招已经基本结束，今年高校毕业生

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为

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措

施，如“百日冲刺”行动、“24365 校园网络招

聘服务”、国企稳岗扩就业、实施高质量升学

扩招，以及通过党政机关、教师招聘、大学生

征兵等各类政策性岗位扩大招录规模。你

是应届毕业生吗？你找到工作了吗？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wenjuan.com）对 1509 名应届毕

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求职网站和校

园招聘会是受访应届生获取招聘信息的两

大主要渠道。73.9%的受访应届生对于找到

好工作有信心，越有信心的受访应届生越

倾向于认为学校帮助大。

求 职 网 站 和 校 园 招 聘 会
是 受 访 应 届 生 获 取 招 聘 信 息
的两大主要渠道

田 允 是 江 苏 某 专 科 学 校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在 校 期 间 ，他 在 一 家 商 场 做 实 习 管 理

员，毕业后入职了一家珠宝公司做管培生。

田允坦言，自己是冲着管培生的名头去的，

“但我听说有些管培生挺‘坑’的，进去以后

基本就是打杂，除非公司培养体系足够完

善，现在我有点担心”。

设计专业的李明未今年从某双一流大

学毕业后，成功拿到了某大型互联网公司

的入职通知。“我之前得到学长的推荐，在

公司实习过两个月，主管领导对我印象不

错，所以我毕业后就被直接招进去了。感觉

挺惊喜的，比起很多同学，我幸运太多了”。

调查显示，31.5%的受访应届生已经签

三 方 ，其 中 20.8%对 工 作 感 到 满 意 ，10.7%
不太满意。51.8%的受访应届生还在求职，

想创业或已创业的受访应届生占 5.7%，准

备读研的占 4.1%，自由职业的 2.4%，出国

留学的占 0.1%，还未考虑就业的占 3.8%。

李飞今年 8 月毕业后，入职广州一家

科技公司做销售，月薪 1 万多元。李飞坦言

自己学校一般，成绩也不算优秀，但他觉得

自 己 还 是 有 很 多 优 势 的 。“我 大 学 时 创 过

业，做短视频，做得好的时候，每个月收入

超过 1 万元。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做不

下去了，但我积累了很多运营经验和社会

经验，而且我有敢闯敢试的性格”。

李飞回忆，当时他从求职网站上刷到

招聘信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面试，虽

然没有被面试官看中，却获得了人事的青

睐 。“人 事 部 门 把 我 的 简 历 递 给 了 公 司 副

总，副总直接面试了我，我们聊得很好，于

是我获得了实习机会。入职之后我也很拼，

顺利通过了实习期，成为正式员工”。

调查显示，求职网站（66.7%）和校园招

聘会（65.6%）是受访应届生获取招聘信息

的 两 大 主 要 渠 道 ，接 下 来 还 有 人 才 市 场

（53.4%）、亲友介绍（39.2%）等。

46.8%的受访应届生觉得学校对于学

生就业提供的帮助大，46.1%的受访应届生

认为有一些帮助，仅 7.1%的受访应届生认

为没帮助。

73.9%受访应届生对于找
到好工作有信心

廖以君毕业于江苏某专科学校物流学

院，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即将面试某汽配公

司的库管职位。他表示，工作到现在还没定

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在比较就业机会。“我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还是挺多的，而且那些

公司一直在招人，只是能提供理想发展前

景的不多，我希望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

虽然今年就业形势比较复杂，但本次

调查显示，73.9%的受访应届生对于找到好

工作是有信心的，其中，表示非常有信心和

比 较 有 信 心 的 分 别 占 18.6% 和 55.6% 。

25.8%的受访应届生表示不太有信心。

进一步分析发现，学历越高的受访应

届生信心越足。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

专科学历的受访者有信心的比例，依次为

84.2%、74.2%、63.4%。

81.4%的受访应届生的就业预期比刚

找 工 作 时 降 低 了 。 专 科 学 历 受 访 应 届 生

（88.5%） 预期降低的比例，高于本科学历

受访应届生 （81.8%） 和研究生学历受访

应届生 （72.8%）。

石家庄某专科院校辅导员张鑫告诉记

者，他们的学生今年就业面临各种困难，

学 校 在 完 成 就 业 工 作 方 面 也 面 临 压 力 。

“我们学校没什么名气，很多学生平时就

混日子，不努力学习。而且，学校在招聘

信息搜集发布、应聘技巧培训等方面做得

很差。虽然找了一些会计、设计等培训机

构 ， 给 学 生 提 升 职 业 技 能 ， 但 质 量 很 难

说，学生也未必认真学”。

数据分析发现，学校的就业服务影响

着学生的就业信息获取和就业信心。认为

学校对自己求职帮助大的受访应届生，把

校园招聘会作为主要渠道的比例最高。对

找到好工作越有信心的受访应届生，越认

为学校对学生就业的帮助大。

同时，对找到好工作非常有信心的受

访者，把校园招聘会作为主要渠道的比例

最高，没有信心的受访者，把人才市场作

为主要渠道的比例最高。

“有些学生在学校玩了 3 年，到了就

业季才开始着急。有的学生急需收入，可

能就随便找个工作，完全没有规划，进入

职场的前两三年基本就浪费了。”张鑫认

为，学校除了需要在就业季为学生做好就

业服务，还应该完善管理，帮助学生尽早

进行职业规划。

李 明 未 认 为 ， 大 学 生 要 想 找 到 理 想

的 工 作 ， 除 了 在 校 期 间 要 努 力 ， 还 应 该

注意多方获取招聘信息。“我们可以从学

校 获 得 的 就 业 信 息 有 很 多 ， 比 如 校 园 招

聘 会 ， 来 学 校 招 聘 的 企 业 往 往 和 学 校 合

作 了 很 多 年 ， 比 较 靠 谱 儿 。 另 外 要 多 和

老 师 、 往 届 同 学 交 流 ， 他 们 可 以 在 职 业

规 划 方 面 给 我 们 很 多 经 验 ， 还 可 以 提 供

很好的就业信息”。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73.9%受访应届生对于找到好工作有信心
对找工作越有信心的受访应届生，越认为学校的帮助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矫 芳

当 下 ， 人 们 母 乳 喂 养 的 意 识 增 强

了，但公共场所母婴室缺乏、哺乳环境

差等问题依然困扰很多母亲。你觉得母

乳喂养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社会支持？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4
名 育 龄 期 女 性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8.0% 的 受 访 育 龄 期 女 性 支 持 母 乳 喂

养，55.0%的受访育龄期女性表示上班

后难以坚持母乳喂养。

广东省中山市的张洁 （化名） 孩子

3 个月，为了更好地母乳喂养，她关注

了 很 多 公 号 和 大 V， 还 加 了 一 些 母 乳

群，里面妈妈们会分享经验。

调查中，77.8%的受访育龄期女性

主要通过医院和医生宣传，了解母乳喂

养的知识，65.3%的人是通过跟亲人和

朋 友 的 交 流 ， 56.2% 的 人 通 过 各 类 讲

座、书籍，38.4%的人通过微博、微信

公众号、短视频平台。

重庆市的黄燕君 （化名） 孩子不满

周 岁 ， 也 在 全 母 乳 喂 养 。“ 喂 养 过 程

中，我也遇到过很多问题。开奶疼，堵

奶也疼。宝宝吞咽能力还不够强，亲喂

时经常呛奶、哭闹等。如果要外出，专

门用来哺乳的地方很少”。

调查中，55.0%的受访育龄期女性

表示上班后难以坚持母乳喂养，50.6%
的受访育龄期女性感到公共场所母乳喂

养不便。

母乳喂养过程中的困难还有：身体

疼 痛/劳 累 （47.0%）、 担 心 身 材 走 样

（38.2%）、孩子习惯奶粉 （26.3%） 等。

北京市某事业单位职员李亚娟 （化

名） 正在孕期，提到产后哺乳，她很担

心 外 出 哺 乳 的 尴 尬 ，“ 母 乳 喂 养 期 间 ，

免不了要带孩子外出。不知道公共场所

有没有配备足够的母婴室，供妈妈们给

孩子哺乳”。

调查显示，仅 27.7%的受访育龄期

女性表示周围公共场所大部分配备了母

婴室，54.6%的受访育龄期女性感觉少

部分配备了，16.8%的人觉得几乎没有

配备，0.9%的人不清楚。

调查中，62.3%的受访育龄期女性

表示所在单位落实了哺乳假，31.3%的

人表示没有落实，6.3%的人不清楚。

张洁休完产假后准备背奶上班，但

公司没有设置母婴室，可能要去洗手间

吸奶了。“除了环境，我更担心工作和

吸奶时间产生冲突，遇到会议或紧急任

务时，根本走不开。吸奶频繁了怕老板

有意见，不勤吸又怕回奶”。

母乳喂养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社会支

持？调查中，70.9%的受访育龄期女性

建 议 工 作 单 位 为 哺 乳 期 女 职 工 提 供 良

好的环境，62.9%的人建议公共场所完

善母婴室等设施，60.9%的人希望延长

产假时间，55.9%的人建议严格落实哺

乳假。

55.0%受访育龄期女性表示
上班后难以坚持母乳喂养

50.6%受访女性感到
公共场所母乳喂养不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易

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往年更加复杂，一

些应届毕业生抓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企的招聘机会，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互

联网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大量就

业机会，获得年轻人的青睐。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

过问卷网 （wenjuan.com） 对 1509 名应届

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9%的受

访应届生今年找工作更追求稳定。从单位

性 质 看 ， 受 访 应 届 生 最 青 睐 事 业 单 位

（36.7%），然后是大型私企 （35.3%） 和国

企 （34.2%）。受访应届生认为大学生就业

需要面试技巧、职业规划和招聘信息等方

面的支持。

90.9%受访应届毕业生今
年找工作更追求稳定

康博是北京某高校摄影专业的应届毕

业生，在校期间就帮一名创业的师兄拍片

子 ， 毕 业 找 工 作 时 ， 被 邀 请 到 他 公 司 工

作。与此同时，一家大型商业广告公司也

给了他入职通知。“我师兄给我的待遇不

错，而且他打算让我去管理公司运营。但

我总觉得创业公司不够稳定，希望毕业后

先进大公司积累点经验，所以最后还是选

择了那家大的广告公司，刚开始只能从助

理做起”。

张雯今年从重庆某幼师专科学校毕业

后，到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工作，实习了两

个多月就离职了。“这家幼儿园的实习工

资是 1200 元，太少了，转正后也才 2000
多元。要想提高收入，就要帮助幼儿园招

生拿提成”。张雯说，她是因为看到有往

届学生到私立园拿高薪才应聘的，“现在

我有点后悔，还不如回老家小县城，找机

会进公立园，差不多的薪资，还更稳定”。

调查显示，90.9%的受访应届毕业生

今年找工作更追求稳定。

调查显示，从单位性质看，受访应届

生最青睐事业单位 （36.7%），然后是大型

私企 （35.3%） 和国企 （34.2%），接下来

依 次 是 国 家 机 关 （31.0% ）、 外 企

（28.4%）、小型私企 （24.7%） 等。

在新的就业机会中，受访应届生最青

睐 热 门 行 业 （35.3% ） 和 新 兴 职 业

（33.9%）。

廖以君毕业于江苏某专科学校的物流

学院，现在还在找工作。在他看来，比起

随 便 找 一 个 工 作 ， 发 现 不 合 适 又 不 停 跳

槽，不如找一家可靠的公司，扎扎实实做

几年，积累工作经验，提升技能。

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业做短视频的李飞

则认为，年轻人应该大胆尝试。“我本来

希望毕业后自己开公司，但因为运营不善

失败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看好新媒体

行业，以及和互联网有关的工作。它让年

轻人有机会和前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

挥创造力，甚至后来居上”。

张雯很看好新兴城市。“比起在大城

市月薪两三万元，整天忙忙碌碌，背上房

贷后捉襟见肘，还不如到离老家近的二三

线城市，月薪七八千元，慢慢提升，还有

时间享受生活”。

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 ， 已 签 三 方 的 受 访

应 届 生 最 青 睐 大 型 私 企 的 就 业 机 会 ， 还

在 求 职 的 受 访 应 届 生 最 青 睐 事 业 单 位 的

就业机会。

从学历看，专科学历受访者最青睐小

型私企和国企的就业机会，本科学历受访

者最青睐事业单位、大型私企和国企的就

业机会。

大 学 生 就 业 需 要 面 试 技
巧、职业规划和招聘信息等方
面的支持

郑 铉 去 年 毕 业 于 浙 江 某 高 校 设 计 专

业 。 工 作 了 一 年 ， 他 依 然 对 职 业 发 展 很

迷 茫 。“ 我 本 来 想 出 国 读 个 一 年 的 硕 士 ，

拿 一 个 应 届 生 的 身 份 ， 回 来 再 找 进 大 型

互 联 网 公 司 的 机 会 ， 但 近 几 年 怕 是 不 太

适 合 出 国 读 书 了 ， 不 知 道 接 下 来 该 怎 么

规划”。

“走出校园找工作，发现欠缺的东西

太多了，我只能一边应聘一边总结经验。

我发现身边能力强的同学，往往社会经验

也相对丰富，更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廖

以君说。

大学生就业在哪些方面需要支持？调

查 显 示 ， 面 试 技 巧 （57.4%） 排 在 第 一

位。然后是职业规划 （55.3%） 和招聘信

息 （54.3% ）。 其 他 还 有 技 能 提 升

（52.2%）、权益保障 （44.1%）、心理咨询

（38.3%） 等。

李飞认为，面试技巧确实在求职时会

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往往无法掩盖

个人能力上的缺陷，“面对面试官时，你

总得有某一方面的长处，有闪光点，才能

获得认可”。

康博认为，应届生应该珍惜自己作为

应 届 生 的 身 份 ， 好 好 思 考 今 后 发 展 的 路

子，“如果有好的项目、有资源，当然可

以尝试创业。但作为刚刚走出校园、没有

这些条件的毕业生，我觉得最大的依靠就

是个人的专业技能。把一项专业技能磨练

到极致，就能成为一个‘硬核型’的职场

人”。

受 访 应 届 生 中 ， 专 科 生 占 9.2%， 本

科 生 占 80.0%， 研 究 生 占 10.5%， 其 他 占

0.3%。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九成受访应届生今年找工作更追求稳定
认为大学生就业需要面试技巧、职业规划和招聘信息方面的支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12 月 14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三五”期间加强体育、美育和劳

动教育工作的成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全国已有 9 个

省份开始试点美育中考。前段时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学校美育工

作进行了深化设计，引发关注和热议。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506 名 学

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0%的受

访家长关注 《意见》 的发布。推进学校美

育工作，62.2%的受访家长最关心怎样安

排课程设置，67.9%的受访家长建议探索

符合不同年龄层的美育方式。

受 访 家 长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9.9%，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8.1%，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19.8%，城镇或农村的占 2.2%。幼

儿 家 长 占 13.5%， 小 学 生 家 长 占 56.9%，

初中生家长占 22.4%，其他占 7.2%。

推 进 学 校 美 育 工 作 ，
62.2%受访家长最关心怎样安
排课程设置

在北京工作的吕彬 （化名），孩子正

在 上 小 学 。 她 说 ， 美 育 进 中 考 的 消 息 一

出，朋友圈、家长群就讨论开了，“大家

都很关心学校美育工作的进一步规划”。

调查中，95.0%的受访家长表示关注

《意见》 的发布。交互分析发现，二线城

市的受访家长更关注 （96.7%），小学生家

长 （96.5%） 和初中生家长 （95.9%） 关注

度更高。

来自辽宁的程艳 （化名），孩子上小

学 三 年 级 。 孩 子 从 3 岁 开 始 接 触 绘 画 。

“那个时候我们偶然发现，孩子对色彩变

化有兴趣，就想把绘画作为她的兴趣爱好

来培养”。

虽 然 自 家 孩 子 在 绘 画 上 起 步 并 不 算

晚，但关于美育与未来考试，程艳还是有

很多疑问，“非常认可加强孩子的审美教

育和艺术素养，但如果以应试为指挥棒，

究竟要怎么考、怎么学？”

数据显示，对于学校美育工作，受访

家长最关心怎样安排课程设置 （62.2%），

接下来是是否进入升学考试 （57.2%） 和

如何加强师资力量 （55.8%）。其他方面还

有：怎样开展好艺术实践活动 （47.9%）、

如何公平考察 （44.6%）、怎样培育良好的

美育氛围 （33.5%） 以及如何改善艺术场

馆设施设备 （32.5%） 等。

“我认同要重视孩子的美育教育，应

该让他们尽可能地全面发展。”吕彬比较

关心的是评价标准，“现在几乎所有中考

涉及的科目都有对应的补习班，现在孩子

在语数英上已经有不小的学习压力了，难

不成为了升学再去专门报个美术班？”

调 查 中 ， 74.9% 的 受 访 学 生 家 长 认

为 ，《意 见》 的 实 施 能 有 力 促 进 孩 子 全

面 发 展 ， 与 此 同 时 55.9%的 受 访 家 长 也

坦 言 ， 担 心 美 育 教 育 会 增 加 孩 子 的 学 业

负担。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储 朝 晖

认 为 ， 美 育 要 根 据 学 生 的 兴 趣 、 课 程 标

准 来 开 展 ， 同 时 改 革 评 价 体 系 ， 让 评 价

更为多元。

67.9%受访家长认为要探
索符合不同年龄层的美育方式

北京 90 后崔兰 （化名），有个 4 岁大

的孩子。她觉得美育首先应该让孩子热爱

美，认同美的价值。崔兰回忆起小时候的

成长经历，“我父母也很重视教育，不仅

关 注 我 的 学 习 成 绩 ， 也 注 重 培 养 兴 趣 爱

好。那时我特别喜欢书法，学了硬笔和软

笔。但在音乐上我就没什么‘天分’，五

音 不 全 也 不 会 乐 器 。 但 我 记 得 上 音 乐 课

时，老师不仅教我们唱歌，还给我们讲各

种民族乐器，带我们赏析各种乐曲，我觉

得受到了很多熏陶，直到现在我都对古典

音乐、民族音乐很有兴趣”。

“ 我 感 觉 美 育 是 一 个 比 较 宽 泛 的 概

念，内涵也很丰富，究竟如何细化，可能

需要不断地探索。”吕彬觉得，美育要培

养孩子的审美能力，陶冶情操，让孩子热

爱艺术，积极向上地生活。

如何理解美育教育？调查中，66.8%
的受访家长认为要提升孩子对艺术经典、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66.1%的受访家长认

为要培养孩子的艺术特长。其他还有：陶

冶情操、增强审美能力 （58.7%），提高创

造 性 、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55.3%）， 热 爱 生

活、提高生活品质 （36.5%） 等。

来自河南安阳的赵梦 （化名），有个

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赵梦比较在意孩子的素质教育。赵梦觉得

艺 术 素 养 的 培 养 ， 离 不 开 教 学 资 源 和 氛

围，因此她非常关注美育教育的开展和评

价标准的设定。“像我小时候在老家县城

上 学 ， 艺 术 对 我 们 来 说 都 是 ‘ 奢 侈 品 ’。

我很希望孩子能够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

全面发展”。

赵梦觉得，推进美育教育更需要“因

材 施 教 ”， 同 时 评 价 标 准 也 要 更 加 多 元

化 、 科 学 化 。“ 比 如 艺 术 的 类 型 多 种 多

样，孩子如果不擅长画画，喜欢篆刻也可

以。另外，城市、农村的孩子能接触到的

美育教育是不一样的，但乡村也有不少城

市所不具备的特色，有些地方有很好的乡

土艺术，可以考虑进入当地教育课程”。

调查中，67.9%的受访家长建议探索

符合不同年龄层的美育方式，67.3%的受

访学生家长建议完善美育教学的软硬件条

件，60.2%的受访学生家长建议将美育与

其他教育相融合。其他还有：建立科学的

评价机制 （52.3%），弥合城乡之间的教育

差距 （31.2%） 等。

推进学校美育 超六成受访家长最关心课程设置
67.9%受访家长期待探索符合不同年龄层的美育方式

到了年底，一些职场人士会赶在年

假清零前，休完本年度的年假。你今年

休完年假了吗？你所在单位，如果当年

年假没休完，会有哪些措施？扫一扫二

维码，一起来说说吧。

你 也 可 以 关 注 “ 青 年 调 查 ” 微 信

公众号 （微信号：zqbsdzx），点击“有

奖 调 查 ” 栏 目 参 与 调 查 。 填 答 案 有 惊

喜哦！

奖 励 说 明 ： 我 们 会 在 所 有 答 题 者

中，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每人赠

送 30 元手机充值卡。

“这个双十一，你对快递物流满意
吗？”二维码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36××××5779 135××××0619
139××××3566 138××××6459
139××××3099 188××××1269
134××××8610 136××××6339
150××××7735 159××××3987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今年年假休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