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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应对策略研究 

王海璇，杜正阳 

青岛黄海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特征及应对策略。分析 00 后康

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其就业焦虑心理的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就业市场供需状况不平衡、专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就业观

念和心理压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他们普遍存在对未来就业的担忧和不安、自我能力和自信心的不足、对社会

和经济压力的敏感度以及对就业环境和竞争的不确定感等焦虑心理特征。为应对这些焦虑心理，研究提出了一系

列应对策略。通过实证研究对提出的应对策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这些策略对于缓解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

学生的就业焦虑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这些研究结果对于指导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心理健康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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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ping strategies for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post-2000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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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post-2000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aced by post-2000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college students,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employment 
anxiety psychology,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ping strateg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ost-2000s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college students face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job market, mismatch 
between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job demands, employment concepts,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during the 
employment process. These problems lead to their widespread anxiety and anxiety about future employment, 
insufficient self ability and confidence, sensitivity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essures, and uncertainty about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competition. To cope with these anxiety psychology, a series of coping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e study. The proposed coping strategie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strategies have certain effectiveness in alleviating employment anxiety among post-2000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college student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employment prepa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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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

剧，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焦虑问题日益突

出。据教育部统计，2022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新高。
[1]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不少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

甚至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这使得他们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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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不断攀升，就业焦虑现象也愈发严重。在叶廷莉的

《卫生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焦虑与对策分析》的研究中

表明：对护理、康复治疗技术、药学、中医养生保健四

个专业 381 名学生的调查显示，88.71% 的学生存在就

业焦虑，其中 22. 83%的学生非常焦虑[2]；在祁琪琪《医

学生就业压力、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就业焦虑的关系

研究》的研究中，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云南昆明

某高校 601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数据收集，

调查发现，就业压力与就业焦虑具有高程度的正相关

关系。[3]由此可表明，多数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正深受

就业焦虑的困扰。若未能及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应对

策略，这不仅会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还可能阻碍他们

实现职业理想。因此，研究医学生的就业焦虑问题并提

出有效的干预防治措施尤为重要。 
康复治疗学是一门涉及康复医学、心理学、教育学

等多学科知识的专业，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的康复治疗

师，为患有各种身体和心理障碍的人提供康复治疗服

务。然而，随着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发展，就业市场对康

复治疗师的需求也在增加，导致就业竞争日益激烈，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职业

不确定性。导致将要毕业的 00 后康复治疗学学生产生

就业焦虑。 
就业焦虑是指在求职、就业、职业发展等关键时期

出现的焦虑、不安和担忧，不同个体对就业环境面临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产生不同强度和深度的反应。尽管就

业焦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大学生积极寻找工

作，但如果这些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缓解和治疗，会对

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

响其正常的学习和生活[4]。 
研究 00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就业焦虑问题的意

义在于帮助学校和教育机构更好地了解并解决学生的

就业问题，缓解就业焦虑，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当代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的

成因，并提出一些有益的对策和建议，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应对就业压力和缓解焦虑心理，实现自身的职业发

展和规划。 
1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现状和问题  
1.1 就业市场供需状况不平衡  
目前，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

状况不平衡。尽管康复治疗学专业是一个具有广泛发

展前景的专业，但是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却出现了不

平衡的情况。一方面，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就业岗位相对

较少，而且竞争激烈，使得许多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

工作。以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专业为例，从 2018 届至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从

90.99%降至 81.60%，这一显著变化深刻反映了当前康

复治疗学专业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5]。这种

持续恶化的就业环境不仅给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带来

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长

期的不良影响。 
1.2 专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康复治疗

学专业逐渐受到关注。然而，许多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

业大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着就业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

题是他们的专业技能与实际岗位需求不匹配。他们可

能对自己所选择的医学道路产生怀疑，这种内心的矛

盾和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缺乏自

信和动力，进而增加就业焦虑。此外，当他们发现自己

所学的专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时，可能会

感到更加迷茫和不安，担心自己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

或者无法在医学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焦虑和不

安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求职行为和职业发展。 
1.3 自我认知偏差，就业期望值过高 
医学生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在看待分析问题时往

往不够全面，很难客观正确地认识自我，要么极度自

卑，要么盲目自信，导致不能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就业

目标。有调查显示，34. 64% 的学生表示对当前医学生

的就业政策完全不了解，部分学生在专业就业定位上

不够理性，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对卫生行业发展形

势、政策以及用人单位的要求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

对未来的就业有着较高的期待，比如优厚的工作待遇、

舒适的工作环境、轻松的工作方式以及广阔的晋升空

间等[6]。实际情况表明，多数医学毕业生在步入社会时

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因此更适合从基层岗位开

始，逐步积累实践经验。然而，不少毕业生并不愿意面

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更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职业起

点。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求职心态往往导致毕业生

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挫折，连续的失败经历无疑会进一

步加剧他们的就业焦虑，使他们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2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特征 
2.1 对未来就业的担忧和不安  
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形势的不确

定性，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在面对就业问题时

常常感到焦虑和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否

能够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担心自己在面试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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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获得认可。此外，他们还担忧自己是否能够找

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活目标。 
2.2 自我能力和自信心的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00 后康复治疗学

专业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焦虑心理。

他们的自我能力和自信心在就业过程中显得不足。首

先，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在学校阶段缺乏实践

经验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虽然他们在课堂上学到了丰

富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使得他们

在面对真实的工作环境时感到无所适从。 
2.3 对社会和经济压力的敏感度  
00 后这一群体在面临就业压力时表现出高度的敏

感性，对社会和经济压力的感知和反应更为敏锐。他们

在经济不稳定和就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面临着就业

机会不足、薪资待遇低下等问题，这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情绪。此外，社会对于康复治疗学专业的认可度和需求

也对他们的就业前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种敏感度

使得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的职业规划和发展，同时也对

社会和经济状况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敏感性。 
2.4 对就业环境和竞争的不确定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00 后康

复治疗学专业的大学生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

力。他们担心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否足够与其他竞争者

相比，同时也对未来的就业环境感到不确定。 
2.5 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压力 
00 后年轻人在家庭和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期望压

力。在大学生的期望实现值既定的情况下，父母的期望

越高学生就越加害怕不能实现父母的期望，从而加重

学生的心理负担，导致其焦虑情绪的产生甚至加重。社

会对于这些专业大学生的期望则更加复杂。 
3 应对策略 
3.1 培养积极的心理态度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面对就业焦虑心理要

培养积极的心理态度。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

面对就业焦虑是常见的心理现象。然而，作为康复治疗

学专业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培养积极的心理态度。通过

保持乐观和自信，可以更好地应对就业压力，并找到适

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实习和

培训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竞争力。只有以

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焦虑，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

的职业目标。 
3.2 提升专业技能和竞争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面

对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会出现就业

焦虑心理。因此，提升专业技能和竞争力是非常必要

的。首先，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积极参加实习和实

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其次，要注重英语

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专业英语的学习，这对于未来的就

业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要关注行业动态和

市场需求，了解就业市场的变化和趋势，及时调整自己

的就业观念和求职策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总之，只

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应

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实现职业发展和人生价值的最大

化。 
3.3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面对就业焦虑心理应

该重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这不仅

有助于缓解焦虑，还能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

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面临着就业焦虑心

理的困扰，因为他们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就业市

场上相对较为独特。为了应对这种心理压力，这些学生

应该积极寻求师长和同行的指导和支持。师长可以提

供宝贵的职业建议和经验分享，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就业市场的需求和趋势。同时，同行之间的互相支持和

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以共同面对就业挑战，并

互相鼓励和支持。通过寻求指导和支持，00 后康复治

疗学专业的大学生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就业市场，实

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3.4 寻求心理咨询和支持  
心理辅导的教育内容包括缓解学生焦虑，加强学

生自我意识，让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愉悦接纳自

己，恢复信心，克服焦虑心理。要顺利实施心理辅导教

育，在施教手段上，教师要从传统的课堂讲解向更加多

元的授课方式过渡，例如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鼓励

大学生自发成立心理互助小组，积极走向社会，在实践

中培养大学生的抗压和承受挫折能力，培养大学生自

强自信，从容面对挫折与挑战。[7]同时，心理咨询还可

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态和自信心，增强应对压力

的能力。此外，学校的就业指导部门要开设系统的就业

指导部门，结合医学生实际情况提供与卫生事业发展

需求相契合的指导就业。[8] 
就业焦虑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

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本研究探讨了 00 后康

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应对策略，对于缓

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和焦虑情绪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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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我们发现，有效的心理应对策略包括积极思考、寻

求社会支持、调整心态等。同时，培养积极的心理素质

和提高职业能力也是缓解就业焦虑的重要途径。因此，

我们建议 00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应该加强自我认

知，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目标，同时注重职业能力的

提升，以应对未来的就业挑战。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应

对策略的实施，00 后康复治疗学专业大学生一定能够

更加自信地面对就业压力，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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