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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大学生“就业集体无

口吕守涛[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意识”～

[摘 要]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双选机制日渐成熟、就业市场

不断开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却表现出了更多的无所适从。他们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样的职业、不明白应当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面对就业，面对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一味地

盲从，“就业集体无意识”，“考研集体无意识”，“出国集体无意识”日益流行。如何摆脱“就业集体无

意识”的束缚，帮助毕业生认识自己、做好规划，正确面对就业、面对人生，成为我们现阶段研究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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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人数将从20D5年的338万达到400万左右，是2001年104

万的近4倍”⋯⋯在各种各样“就业难”的舆论声中，大学生们

对自己未来的掌控也显得相当乏力：他们不清楚自己到底适

合什么职业，不明白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

面对选择。面对就业，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逃避、自我封

闭，成为“不就业”；一部分选择了规避、另辟渠道，成为“考研

无意识”、“出国无意识”；还有一部分虽出入各种招聘场所，看

似忙碌，但却是在盲从，成为“就业无意识”。“就业无意识”的

群体有着从众的心理，忙着制作简历、忙着参加面试，可是却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小公司不愿去，国有企业不愿去；不愿

意下基层，不愿意去西部；一味地“孔雀东南飞”，一味地寻求

“最好”的工作。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观念中把“找工作”本

身当作奋斗的目标，一味地跟着舆论走，一味地盲目着。他们

所体现出的这一普遍现象我们称之为“就业集体无意识”，这

种现象已经成为当今大学生就业的一犬凸显问题，成为国家

培养出的“栋梁之材”是否能发挥才干的重要隐患。

如何摆脱“就业集体无意识”的束缚，真正让毕业生做到

从容不迫地面对就业，面对自己的人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内容。

一、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无意识出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早期的“二部人格结构”

说，即无意识和意识的结构说。按弗洛伊德的看法，人格是一

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之内包含着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的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

分和无意识的部分。”他有一个比喻：“人的精神结构恰如一座

冰山，其露出的是意识部分，而淹没在水面以下的是无意识部

分。”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

构中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

集体无意识最早的出处来源于荣格的心灵结构理论。他

认为人格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意识(自我)、个人无意识(情

节)和集体无意识(原型)，即把无意识分成“个人无意识和集

体无意识”两个层次。他在自己的文集(《荣格文集》第9卷第

3—4页)中说：“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

性，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

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

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

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

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

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

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

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

是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是先天的，普遍一致的。对此，他也有

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

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

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

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

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

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

体无意识的支柱。

二、“就业集体无意识”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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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就业集体无意识”

我们都知道，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就业“1，是要将我们积

累了多年的知识转变为有益于社会的财富。但实际上，大多

学生面对就业都很迷惘，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会问同样的几个

问胚，“哪些工作最好?”“竞争怎么这么大?就业怎么这么

难?”⋯⋯果真就业很难吗?其实不然，就业难，很大程度上是

难在人心上，难在固有的观念上，难在思维方式上。学生们普

遍不知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甚

至不去想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把

“就业”本身当作奋斗的目标，盲目、从众，这就是大学生的“就

业集体无意识”。

(二)集体无意识的形成

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认知与现实情况存在

偏差。就业过程中的认知是指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对自己、

对职业及其周围社会环境等的认识、了解和在就业中对事物

的推理与判断”]。正确的认知要求主体在认识客体时，达到

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但真正在认识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主

观在反映认识对象时总会出现某种偏差，具体表现在：

1．自我认知度的偏差

社会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既是客

观的，也是主观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取决于自己的心理

结构、自我理想、自我要求等主观因素，这些决定了自己对自

己的感情与态度，决定了自己对自己的判断与估计，因此产生

自尊、自信、自大、自卑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个人对自身的认

识和评价最终是操纵在自己手里的12’。

现实中，一些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度有偏差：认知不充分，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很难把自我理想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对自我评价过高，在择业过程中，盲目追求大城市、好职位、高

薪水，对来选才的小单位或来自小城市的企业不屑一顾；抑或

在认识自己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处于盲目或左右徘徊的状态，没有主

见；还有的一味从众，不是考虑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而是

考虑大家在求什么职，社会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陷人“就业

集体无意识”的深渊。

2．社会认知度的偏差

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毕业生就业

市场体制的逐步确立，在扩招的压力下很多学生在找不到工

作时总会归因于社会大环境不好：“大学毕业生多，就业岗位

少，企业要求高”、“教育、分配、人事制度僵化”、“学校培养制

度不适合}土．会发展需要”⋯⋯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

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网站，各种招聘信息迎面扑来，还有

一场接一场的人才招聘会，求贤若渴的用人单位，这些都表明

了我国人力资源需求有着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空间。但是在现

实中，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却是大学

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其实，

大学生们是被一道无形的门槛给挡住了，这道门槛就足他们

自身的盲目与从众、自卑与自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

需求出现了多样化，新行业的出现、西部的大开发、中小城市

的快速发展，这些都存在很多人才缺口，而大多数同学都无视

这些市场需求的存在，一味地“好高骛远”并将就业难归咎于

社会的大环境差。

3．职业认知度的偏差

学生对职业信息的不了解，也使得他们很难恰当地找到

自己的职业定位，有的同学只好盲目地追求当下时髦的职业

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心理困惑和迷惘。当前，我们的职业指导

工作还相当薄弱，还不能给大学生提供系统的职业信息，学生

无法根据琐碎的材料判断出由于行业结构、职业结构、劳动力

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人才市场对人才基本要求的变化”J。这

些使学生无法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在职前不知具体的学习

目标，不充分地准备就会使学生在双向选择中处于劣势，处于

被动地位，感到迷惘，没有信心，最终在就业过程中陷入集体

无意识。

除了以上学生在认知方面的偏差外，人们传统的思维方

式也是形成这种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在

我国教育制度的模式下，很多大学生对就业的理解，还是应试

教育下的心态，表现为依赖性强及自大心理。首先应试教育

的模式，使得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只知道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很少关注书本以外的世界。传统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他们“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不屑于认识自己，认识

社会．认为只要自己愿意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找到。其次中国

长期以来较为保守的思想也隐匿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面对

选择，对待自己的人生时，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懒得

想，不敢想，在引诱与恐惧的双重作用下，超我和自我把那些

想了也自觉没用的复杂意念压抑进了潜意识，逐渐形成巨大

的阻抗，无法进行理性的处理，并逐渐积淀到意识的深层——

无意识，形成近似本能的习惯性反应机制。

三、如何摆脱就业“集体无意识”的束缚

在就业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原因中，学生的观念和思维方

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而要摆脱就业“集体无意识”的束缚，

就要求我们从学生自身人手，让他们在了解自我，了解社会，

了解职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就业力，在就业过程中做

到时刻心中有数，从容面对自己的未来。

(一)了解自己

良好的自我认识，是指人们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全面恰当

的认识，即了解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了解自己的

特质：个人的气质类型、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等。拥有良好的

自我概念，就可以在选择职业时，选择那些符合自己的价值观

需要，与自己的个性品质及能力相适应的工作，在工作巾更有

效地发挥个人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对于即将走上工作

岗位的大学生，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了解自身的气

质、性格、兴趣、能力等个性心理特征，对自己有一个实事求

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于提高自我认知度，我们可以借助各

种测试手段(比如人格测试，职业倾向测试，职业能力测试)以

及朋友和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来综合评价自我，认识自

  万方数据



Joumal of UESTC(sociaI sciences edition)Dec．2005，v01．7，No．4

我，从而对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估价，以便做出适合自己价值

观、个性和自我发展需求的职业选择。只有如此，才能在择业

的过程中，将良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避

免就业过程中的盲目跟风，最终影响择业的顺利成功。

(二)了解社会

要了解社会，首要的是认识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大学

生择业的直接现实，在一定时期，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具有确

定的内容。如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是：具有较强的改

革意识和业务能力，具有敬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强、

知识面宽、一专多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等。大学生应顺应时代

趋势，努力塑造自身形象，应了解社会对职业需求的总趋势，

不要光听别人说，要走出校门到社会中、到人才大市场去亲身

体验，以获得真正的择业信息。

(三)了解职业

每一种职业，并不需要一个人具备所有的素质，但每一

种职业都有其特殊的要求，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应具

有一些相关的个性特征，如：敏感性、可塑性、诚实性、责任感、

利他主义、沉着性、协作性等等。了解了职业的要求，有目的

地求职，在求职时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在国外，职

业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老师和家长就

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而在我国，特别是针对中学

生、大学生的职业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教育程度和教育方式

还很不完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高校学

生的职业教育方案。因此，学生应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有意识的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各种职业，在平日的生活中培

养自己的职业意识，这样在面临就业时才不至于陷入困惑，才

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四)提升就业力

就业力是一种持续保持职业生涯常青的能力。提升就业

力，要求我们要尽早明确自己的目标，接受职业、就业教育，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工作取向，设计一个

长远的职业发展目标，并为这个目标设计必经的途径和不同

的成长阶段，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能力、适应能力和求职能

力，从而让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适应这个竞争多变的社会，并

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获得更好的发展。要保持就业力的常

青，需要注重四个方面的能力更新：知识、技能、经验及职业素

养，绝不能进行一些突击性的职业训练和技巧学习，这些治标

不治本的突击结果，使得很多人人职后，依然会处于茫然和游

移的状态。

综上所述，“就业集体无意识”主要是因为当事人在传统

思维模式的引导下，自我的认知过程中与现实情况存在偏差，

并且缺乏必要的职业规划意识、能力和技巧而造成的。当前，

杜会在这些方面的支援仅处在一个启蒙阶段，摆脱就业集体

无意识，就需要真正地开展对学生的职业人生规划设计，帮助

和鼓励他们提升自我认知度，了解社会、了解职业，让大学生

们明白：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是有局限的，要主动去选

择，主动去锻炼。人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事业，找到合适自己

的位置，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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