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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兼职调查及对其职业教育指导的对策 

郭海燕   首钢工学院基础学部 

 

【摘要】针对在大城市中高职生兼职情况越来越普遍的现状，本文调查了北京市首钢

工学院经管系大二学生的兼职情况，并提出了对提高高职生职业素养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高职，兼职现状，职业指导 

 

一、引言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面向建设生产和管理

服务的一线高素质专门性技能人才，因此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是高职教育的一大特色。作

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兼职越来越受到大学生的重视，特别是高职学生。兼职是指

在本职工作之外所兼任的其它职务，对于高职生来说就是学业之外所担任的获得报酬的社

会工作。如今高职生兼职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在工作机会多的北上广

等大型城市。兼职能使学生学到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实践知识，提高其社会生存能力，

但不当的兼职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笔者对高职生兼职情况进行了调查，以便从一定层面

上了解高职生的兼职现状，并针对此提出对高职生职业素养培育的有效策略。 

二、高职生兼职现状分析 

本研究选取首钢工学院 12 级经管系所有班级的 365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357份，其中有效问卷 333份，有效回收率为 91.2%。 

（一）兼职比例及与学习关系 

在受调查的学生中有 31.3%经常做兼职，59.1%偶尔做，只有 9.6%从未做过兼职（见

表 1），可见兼职在被调查高职生中非常普遍。有 85.5%的学生认为兼职对学习有促进作用，

14.5%的学生认为不会促进学习（见表 2），另外有 9.2%的学生认为兼职对学习产生不利影

响，61.8%的学生认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而 29%的学生认为完全没有不利影响（见表 3）。

这足以说明的多数学生对兼职和学习的态度，他们认为兼职对学习能起到正面和积极的作

用。同时，张红琴在“高职学生兼职时间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学习成

绩与兼职时间在总体上无显著关联
【1】

。受调查学生注重兼职锻炼和职业技能是符合其职业

院校的特点的，同时兼职的高比例、高认同度也可能和北京的兼职机会相较其它地区多，

报酬较高以及高职学生的学业压力较低有关。 

表 1 

是否做过兼

职 

经 常

做 

偶 尔

做 

从未做

过 

比例% 31.3 59.1 9.6 

表 2 

兼职是否促进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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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比例% 85.5 14.5 

表 3 

兼职是否会对学业有不利影

响 

会 或多或

少 

完全不

会 

比例% 9.2 61.8 29.0 

（二）就职薪水和劳动类型 

受调查学生的兼职平均日薪都低于 200 元，其中小于等于 50 元的有 1.3%，51-100

元的有 43.4%，101-150元的有 39.5%，151-200元的有 15.8%。绝大多数的学生兼职日薪

介于 51-150 元（见表 4）。如果按每月 22 个工作日计算，绝大多数的学生的平均月薪介

于 1122-3300元之间。与此相比，姚远在“大学生兼职行为特征分析”
【2】

一文中提到受调

查学生的兼职月收入大约介于200元及以下到 650元之间，其中超过 650元的只占 16.37%。

经素、吴压子和赵燕于“大学生兼职情况调查报告-以南京地区高校为例”
【3】

中指出其调

查学生中 69.7%的兼职月薪的介于 200-2000 元之间。谢睿在“近十年来国内大学生兼职

研究综述”
【4】

中报告的被调查者的月薪大都在 100-500元，超过 500 元的只占 11.3%。根

据以上数据得知，在北京这个大城市学生的兼职薪水比其它大多地区要高，这也从一方面

反应了为什么本文被调查学生参加兼职的比例如此之高。在兼职所得收入的用途方面，

25.0%的学生选择生活费，65.8的学生选择零花钱，9.2%的学生用来交学费（见表 5）。有

此可见学生的几乎全部学费和大都生活费都由家长承担，学生兼职所得大都用来当零花钱

改善生活了。 

表 4 

兼职平均日

薪 

≤  50

元 

51-100 101-150 151-200 ＞

200 

比例% 1.3 43.4 39.5 15.8 0 

表 5 

收 入 用

途 

生 活

费 

零 花

钱 

交 学

费 

其

它 

比例% 25.0 65.8 9.2 0 

在是否有助于未来就业方面有 88.2%的学生选择了是，只有 11.8%选择否（见表 6）。

这一数据反映了学生普遍认为一定的兼职经历有助于其拓展视野，锻炼自我，为未来的就

业竞争增加优势。在曾做过的兼职的劳动类型上 76.3%的学生选择体力劳动为主，23.7

的学生选择脑力劳动（见表 7）。其中有 25%的学生曾因兼职工作辛苦而半途而废，有 75%

的学生没有因辛苦而半途而废的经历（见表 8）。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性质可能是由于以

下原因导致的：学生专业能力不强，没有工作经验，无法担任要求较高的复杂脑力劳动；

学生兼职时间零散、有限，且有半途而废的可能，这更符合体力劳动而非脑力劳动要求；

市场上兼职中的体力劳动机会多于脑力劳动等。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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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是否有助未来就

业 

是 否 

比例% 88.2 11.8 

表 7 

劳动类

型 

体力为

主 

脑力为

主 

比例% 76.3 23.7 

表 8 

是否因辛苦而半途而

废 

是 否 

比例% 25 75 

表 9 

是否有受骗经

历 

是 否 

比例% 42.1 57.9 

表 10 

劳动合

同 

签并认真阅

读 

签但不认真阅

读 

没签

过 

比例% 55.3 21.0 23.7 

在被调查群体中有 42.1%的学生反应在兼职中曾经有过受骗经历，有 57.9%的学生没

有过受骗经历（见表 9）。这一方面反应了北京兼职市场的乱象，另一方面也应征了学生

这一弱势群体对劳动合同和劳动维权不够重视。在被试群体中有 55.3%签订并认真阅读劳

动合同，有 21.0%签订但不认真阅读合同，有 23.7%根本没签署过劳动合同（见表 10）。

同样，王亮,杨益娟,徐江波在其“兼职对高职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以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一文中也证实了同样的现象，他们指出其被调查者中有

12.6%的学生曾兼职受骗，31.1%的学生对自己兼职过程中是否受骗“说不清”。44.2%的学

生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19.8%选择不阅读直接签署合同
【5】

。 

 

（三）兼职来源、工种和技能要求 

笔者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些可以有多个选项的问题，具体数据统计如下。 

表 11 

如何找兼

职 

小广

告 

同学朋友推

荐 

网络 中介 其

它 

比例% 9.2 80.3 21.1 10.5 2.6 

表 12 

兼职工

种 

餐饮服

务 

销售 发传

单 

礼仪公

关 

教育培

训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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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51.3% 38.2 19.7 14.5 30.3 0 

表 13 

首要考虑因

素 

薪水 专业对

口 

时间和交

通 

劳累

度 

安全 

比例% 47.4 7.9 40.8 11.8 27.6 

表 14 

增加兼职机会的技

能 

专业知

识 

英语 计算

机 

其

它 

比例% 50.0 65.8 30.3 5.3 

在找寻兼职的途径上有 9.2%的学生选择了小广告，80.3%的学生选择同学朋友推荐，

21.1%选择网络，10.5%选择中介，另外有 2.6%选择其它途径（见表 11）。这可见学生们更

青睐和相信同学朋友的推荐，对于学校张贴的小广告和中介他们不是十分看重。在从事的

工种方面，有 51.3%的学生从事于餐饮服务行业，38.2%从事销售工作，30.3%从事教育培

训工作，19.7%从事发传单工作，14.5%从事礼仪公关工作（见表 12）。这从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学生所做的工作多为没有太高技能要求，不需太多岗位培训的简单性劳动。其中从事

比例最高的餐饮服务行业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类型。笔者还调查了学

生在选择兼职方面的一些首要考虑因素，其中 47.4%的学生选择赚取薪水的高低，40.8%

选择时间和交通，27.6%选择自身安全因素，11.8%选择劳累程度，7.9%选择专业对口（见

表 13）。这一数据说明学生兼职的目的首先是赚钱，而北京是一个大型城市，上班路途远

和堵车也是北京的特色，另外，学生的主业是学习，兼职要安排在课余时间，因此有 40.8%

的学生还是会在选择兼职中首先慎重考虑时间和交通这方面问题。至于自身安全方面的因

素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生首先考虑，这一方面说明学生比较信任同学和朋友给推荐的兼

职工作，另一方面也给教师、家长、学校敲响了警钟，提示大家要加强学生安全与自我保

护的教育培训。 

在问到哪些知识技能能增加兼职机会的问题时，有 65.8%的学生选择了英语，50.0%

选择专业知识，30.3%选择计算机，5.3%选择其它（见表 14）。笔者进一步调查了兼职工

作中最需要哪方面英语技能，其中有 78.9%的学生选择听说能力，15.8%选择翻译能力，

3.9%选择阅读能力，1.3%选择写作能力。作为中国的首都，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十分

需要英语好的工作者，特别是听说能力好的人员。 这比选择专业知识能增加兼职机会的

50%的比例还要高。而高职院校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偏低，特别是口语水平，自信

心和学习积极性都不高。由于教学传统观念、大班教学等因素，教师也多采用以教师为中

心的传统授课模式。这也限制了学生听说水平的发展。 

三、加强高职生职业教育指导 

（一）学生方面 

1. 明确目的。对于高职生来说大学阶段的首要任务还是学习，不要一味注重经济利

益来选择兼职，要树立以学业为重的正确价值观。做兼职的目的是锻炼自身的能力，特别

是与专业相关的能力，丰富社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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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量适时。要做到合理分配课余时间和精力，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选择适合自

己体力和时间的工作，要做到有的放矢，不盲目盲从跟风。可以在寒暑假多做一些兼职，

而在开学后的双休日少做或不做兼职，同时尽量不要过多选择过重的体力劳动。 

（二）教师方面 

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管理。教师要将兼职教育纳入常规的思想政治课中，帮

助学生正视兼职活动，树立正确的兼职观，并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理财知识，合理分配兼

职所得。另外，各科教师都要加强课堂纪律管理，避免学生因兼职而逃课。 

2. 加强与职业相关的技能教育 

（1）对于专业课教师：要能清楚了解就业市场对本专业人员的知识需求和技能要求。

有效分析和利用本专业优势，有针对性的对学生实施技能训练，把教学工作和就业技能指

导结合起来，在加强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开展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在课余多与学生

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专业技能特长，因材施教，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

择业观和准确的职业定位。 

（2）对于英语教师：英语作为一门必要技能几乎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突显的地位。

因此英语教师要在教授基础英语的基础上尽量多教授学生一些职业英语，甚至是针对学生

专业的行业英语知识。在教学中要加大学生听说能力的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快速拼读的

技能，注重连读、重音、节奏、停顿等方面的语音语调技巧，并鼓励学生每天朗读，帮助

其突破发音难关。其次，要正确对待学生的语言偏误，营造宽松的英语语言环境，帮助学

生克服心理障碍，树立学习信心。最后，可以多开展英语竞赛、辩论、英语相关的才艺展

示和英语角等活动，让学生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学以致用，互相切磋影响和交流促进。 

（三）学校方面 

1. 搭建兼职服务平台。学校应专门拨款和委派教职员工建立为学生提供兼职信息服

务和管理的专门机构，使学生以团体的方式，有组织得进入到社会中进行兼职，而不是作

为一个分散弱势群体，迫于雇主的买方垄断力量而成为廉价劳动力，甚至是受骗的对象，

这也避免了黑中介和网络欺诈对学生带来的伤害。另外，要加强校企合作，与用人单位取

得联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兼职机会。 

2. 开设劳动法和兼职指导课程。学校还应专门邀请有丰富就业指导经验的教师、熟

悉劳动法的思政教师和企业主来为学生开设就业指导、劳动维权和企业人员需求等方面的

课程和讲座。特别提醒学生在选择兼职时首先考虑自身安全性，并主动要求与用人方签订

正规劳动合同。 

（四）政府方面 

政府方面应重视学生兼职活动这一社会现象，设立专门管理和保护大学生兼职群体的

机构组织，并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企业和中介的管理和非法中介、企业的打击力度，为

高职生提供良好的兼职社会环境。 

总之，知识学习是高职生大学生活的重心，正确的指引是教师的责任，有效的扶持是

学校的课题，完善法律保障是政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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