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理念　　Qianwei Linian

２０２４．１０　 前卫 　　１　　　　

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
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雷　洁　兰怀昊　佘燕达∗ 　丁晓楠

　　

[摘要]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高校就业工作任务日益艰巨.当前,针对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的研究

鲜少有专门针对师范生的.地方高校培养的师范生直接关系到当地相关学校的师资引进与师资质量的提

升.本研究以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留省师范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同

时,笔者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促进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的优化措施,以提升师范生留省任教的可

能性,提升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师资引进的效率.

[关键词]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影响因素

本
研究以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留

省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 笔者运用了问卷法和访谈

法，采用“问卷星”向吉林省内地方高校师范生发放笔者自编

的《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调查问卷》，共回收问

卷６０２份。 笔者访谈的主要对象为往届吉林省地方高校未留省

就业师范生、往届吉林省地方高校留省就业师范生。

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师范生就业意愿与地区职位供给不匹配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关于理想工

作单位选择最多的是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占比为７４．０９％。

然而，在吉林省就业市场中，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的职位供

给相对较少。 一方面，接纳教师岗位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学

校中，其教师编制已全国性达标，教师要入编只存在结构性

机会；另一方面，师范类学生就业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二)师范生留省就业理想待遇与实际薪资有差距

师范生在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期望中，６１．６３％的

人选择４００１~７０００元的薪资范围。 这说明大部分师范生希

望能够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起薪。 然而，在现实的就业市

场中，师范生的薪资待遇普遍偏低，与他们的期望存在较大

的差距。 同时，由于吉林省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薪酬水平

普遍不高，这使得师范生在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时产生了一

定的心理落差。

(三)省外生源难以适应省内人文与气候环境

第一，不同地区的人文环境、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都

有所不同，这使得省外生源的师范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适应省内的人文与气候环境。 省外生源的师范生如

果不能快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孤独

和不安，影响其在吉林省的就业稳定性。 第二，气候条件

的差异也可能给省外生源的师范生带来不适。 例如，吉林

省的冬季漫长且寒冷，而有些省外生源的师范生可能来自气

候温暖的地区，他们对寒冷的气候条件可能难以适应。

(四)省外生源面临着较大的生存成本

首先，与省内师范生相比，省外师范生需要支付额外的

交通费、住宿费等，这些费用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其次，省外师范生在吉林省内就业时需要重新建立社交网络

和人脉资源。 社交网络和人脉资源对于一个人的就业和发

展来说非常重要。 最后，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省外师范

生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方向。

(五)师范生对省内的就业与创业环境了解不足

在就业环境方面，师范生需要了解当地的教师招聘政

策、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信息。 在创业环境方面，

师范生需要了解当地的创业政策、市场需求、竞争情况等信

息。 然而，由于这些信息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或误差，

使师范生在获取信息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 这可能导致

师范生在就业或创业过程中会面临一些挫折和困难，甚至可

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

影响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的因素

(一)个人择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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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择业意向是影响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的重

要因素之一。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师范生在选择就业

时会受到父母和亲友的影响。 父母和亲友的期望往往会对

师范生的就业选择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职位的稳定性与待遇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师范生在选择就业时会优先考

虑具有稳定编制的教师职位。 这是因为教师职业具有相对

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对师范生未来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保

障。 另外，待遇也是影响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之一。 如果能够在本省找到一份薪资待遇较高、福利较好

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可能更加倾向于留在这个城市或地区。

(三)地区职位提供数量与质量

更多的职位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师范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同时，更多的职位

也意味着师范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使师范生可以更

好地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目标。 此外，如果一个地

区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职位，那么师范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

自己的职业价值和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四)高校留省就业指导工作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师范生对于留省就业的准备工

作并不充分，这主要是由于师范生缺乏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

培训。 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对师范生的留省就业指导，帮

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省的就业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提高他

们的就业竞争力。

(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通常也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更

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这对于师范生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吸引

力。 如果一个城市的医疗、教育水平高、物价合理、房价

适中，那么师范生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留在这样的城市或

地区。 这样的城市或地区也更容易吸引师范生前来就业。

(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

如果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便利、通信发

达，则师范生适应该城市的生活和工作难度将会降低。 同

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提高师范生的生活质量，有利于

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 此外，人文风情与生活

习惯也会影响师范生的就业选择。

(七)留省就业政策

留省就业政策是影响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一个省份制定了积极的留省就业政

策，为师范生提供各种支持和鼓励措施，那么师范生就可能

更加倾向于选择留在这个省份。

促进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的优化策略

(一)优化就业政策体系，提升教师薪酬福利待遇

为了促进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相关部门需

要采取一系列优化策略。 其中，最重要的是优化就业政策

体系，提升教师薪酬福利待遇。 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

就业政策，鼓励师范生留在本省就业，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扶持。 同时，提高教师的薪酬福利待遇，吸引

更多的师范生选择留在本省就业。 相关部门可以增加对教

育的投入，提高教师的基本工资和奖金，并完善教师的社会

保障制度，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此外，相

关部门还可以制定差异化就业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教育发

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教师薪酬福利待遇政策，更

好地满足不同地区教师的需求。

(二)加强高校留省就业指导，完善师范生就业服务体系

高校在师范生的就业指导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考虑到师范生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中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本省的就业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高校应加强师范生留省就

业指导，为师范生提供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就业服务。

为了提高师范生的就业竞争力，高校可以开设具有针对

性的就业指导课程。 这些课程应以本省的就业市场和行业

发展趋势为主要内容，涵盖就业政策、求职技巧、职场礼仪

等多个方面。 通过系统地学习和实践，师范生将能够更好

地了解本省的教育行业和工作环境，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同时，高校可以邀请本省的用人单位来校园招聘，为师

范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校园招聘中，师范生可以直

接与用人单位交流，了解他们的招聘要求和企业文化，从而

更好地为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做准备。 此外，高校还可以

组织师范生去学校进行实习或实践，让他们亲身感受本省的

教育行业和工作环境，加深师范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和

理解。

除了以上的措施，高校还可以完善师范生的就业服务体

系。 在这个体系中，高校可以为师范生提供心理辅导、职

业咨询、就业推荐等服务。 心理辅导可以帮助师范生更好

地适应本省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缓解他们的压力和焦虑。

职业咨询可以为师范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建

议。 就业推荐则可以根据师范生的特点和能力，为他们推

荐合适的就业岗位。

(三)发挥地方优势，吸引师范生留省就业

吉林省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可以为

师范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相关部门可以发

挥地方优势，吸引师范生留省就业。 例如，相关部门可以

加大对吉林省教育行业的支持力度，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

声望。 可以制定更加灵活的户籍政策，为师范生提供更好

的安居条件。 可以实施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师范生在本省

创业发展。 可以为师范生提供更多的培训和进修机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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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师范生提高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等。 相关部门通过发挥

地方优势，吸引师范生留省就业，可以为吉林省的教育事业

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四)引导师范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增强师范生留省

就业意愿

除了相关部门和高校的引导和支持外，师范生自身也需

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增强师范生留省就业意愿。 师范

生应该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目

标，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师范生要积极了解本省的

教育行业和就业市场情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

念，将个人发展和家庭、社会的发展相结合。

(五)发展宜居城市，提升省内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一个优美的城市环境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还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投资。 相关部门在城市规划中需要

综合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留

省就业人员待遇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相关部门通过优化城

市规划、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环境的吸引力，以及

关注留省就业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可以有效满足留省

就业人员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扎

根家乡、服务家乡的条件。

(六)加强宣传引导，优化就业发展环境

吉林省各高校应该积极开展政策宣传、树立典型人物、

完善激励机制等多项措施来引导和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

首先，加强政策宣传是留住人才的关键，高校应该积极开展

就业政策宣传系列活动，向毕业生详细解读和宣传吉林省的

相关政策，包括就业补贴、创业扶持、税收优惠等。 通过

这些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引导毕业生正确认识自己的就业方

向，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念。 同时，高校还可以邀请省内知

名企业和校友分享就业经验和成功案例，让学生了解省内就

业市场的潜力和机会。 其次，树立典型人物是留住人才的

催化剂。 高校可以选拔和树立一批“最美基层高校毕业

生”等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分享，形成示

范引领效应。 同时，高校还可以邀请已经成功就业的校友

回校分享他们的就业经历和心得，让学生更加了解省内就业

市场的实际情况。 最后，完善激励机制也是留住人才的重

要手段。 各地区相关部门应该将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纳入

相关部门绩效考核和高校绩效考核内容，制定明确的目标任

务和具体举措。 同时，各有关部门应立足职责，密切配

合，积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加快政策落实。 相关部门

通过落实这些措施，可以激发高校和毕业生参与留省就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吉林省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促进吉林省地方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是一项

系统工程，其影响因素较多。 相关管理部门作为高校毕业

生留省就业的引才主导力量，要在宏观统筹协调、加大政策

支持、拓展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等方面不断完善。 高

校作为教育主体，想要促进师范生留省就业，就要在就业思

想价值引领、强化就业指导、改进人才培养、细化就业服

务、加强省内政校企沟通等各方面充分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从而提升高校师范生留省就业率。

参考文献

[１]宋志刚,李冶军．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影响因素

调查及对策分析[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６(０６):

８１Ｇ８６．

[２]李东,张诗琳,吴立全,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留省就业现状及

引导对策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２０２３,１４(２０):１７３Ｇ１７５．

[３]付岩．促进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的策略[J]．吉林工商

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９(０５):１２３Ｇ１２５．

[４]邵芮．黑龙江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探索[J]．合作经济与科技,

２０２３(１９):８６Ｇ８８．

[５]李妍荭．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的现状与优化策略研究

[D]．长春:长春工业大学,２０２３．

[６]武琳,贺楠楠,梁爽．吉林省高校毕业生本地就业意愿调查及

建议[J]．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２３(１０):４３Ｇ４６．

[７]张文博．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促进对策[J]．长春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１(１１):１３６Ｇ１３８,１４６．

[８]常春辉,王彦婷,莫槟宁,等．地方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现

状与对策研究———以 白 城 师 范 学 院 为 例[J]．白 城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２２,３６(０５):１２３Ｇ１２８．

[９]周文军,孟津名．吉林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形势及对策研究

[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３(０２):２７Ｇ３０,４０．

[１０]张丹．吉林省农业院校大学生留省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J]．黑龙江科学,２０２２,１３(０５):１８Ｇ２１．

基金项目:

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项目名称:通化师范学院就业实

习基地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２３１２２７３０１２２.

作者简介:

雷洁(１９９１－),女,汉族,吉林通化人,硕士,助教,通化师范学院,

研究方向: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教育.

兰怀昊(１９９２－),女,汉族,吉林通化人,博士,讲师,通化师范学

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丁晓楠(１９９６－),女,汉族,吉林通化人,本科,二级教师,通化市

东昌区胜利小学校,研究方向: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佘燕达(１９８１－),男,满族,吉林通化人,博士,副教授,通化师范

学院、多肽抗癌功能识别吉林省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实验室,研究方向:

教育信息化.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