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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
从事教育工作特征及变化分析

———基于陕西省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创业跟踪调查

李 运 福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陕西 西安710049)

摘要:优化基础教育教师结构、提升教师质量不能不关注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的发展走向。在就业去

向多元化的背景下,了解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特征及变化情况对推动师范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陕西省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创业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对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

事教育工作特征及变化进行分析发现: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师范教育目标

达成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师范类升学比例趋于稳定;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单位的就业比例逐年下降,基础

教育产业就业比例逐年上升;薪酬福利待遇、职业发展机会是教育行业就业满意度的明显短板;教育行业就

业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面对这些特征与变化,提高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质量的对策主

要有:高校要重新审视师范教育价值观,创新师范生协同培养模式,加强师范生能力资本的全面开发,提升毕

业生职业适应能力;相关行政部门应设定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常模值,发挥评估引导功能,提升普通

院校师范毕业生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深入推进卓越教师试点改革成效评估工作,发挥师范教育改革的示范

引领作用;强化法律保障,规范教育行业用人机制。用人单位应提高教育行业薪酬福利待遇水平,帮助普通

院校师范毕业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提升其就业满意度。

关键词: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特征;变化趋势;师范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1)06-0028-11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年度一般项目“陕西高校教师发展质量评估

与改进建议”(2021ND0215),项目负责人:李运福。

作者简介:李运福,教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助理研究员。

  师范教育是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

办法(暂行)》明确提出,“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是师范专业认证中考察师范毕业生就业质量

的重要观测点[1]。本研究以陕西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对陕西省2016
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

作特征及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以
期为更好地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有针对性

地推动师范教育改革、提升师范毕业生就业质

量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及分析框架

(一)大学生就业特征分析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关系着社会

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是衡量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社会高素

质人力资源配置情况。大学生就业特征的研

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开展大学

生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是优化高校人

才培养、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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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动研究

研究者敖山等人对大学生就业特征和流

动特征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发

现:性别因素会导致薪金差距;男性获得就业

地户口的比例比女性高;男性毕业生比女性具

有更强的流动性[2]。研究者朱伟发现地理科学

专业本科生的生源地和就业地呈“大分散、小
集聚”且就业地分布较生源地分布分散等特

点,来自不同地区的毕业生迁移距离具有标度

分布的统计规律[3]。研究者黄兢发现省域大学

生就业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就业单位与行业

分布以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为主,就业地域集中

于“中心城市”,主要选择省域内的主要城市[4]。
研究者蒋承等人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开展

的8次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我

国基层就业大学毕业生在来源分布、学历层

次、工作单位、工作满意度、起薪状况以及教育

匹配程度等6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与变化趋势进

行了归纳和分析,结果发现:选择基层就业的

毕业生主要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乡镇发展

持续吸引了大中城市的生源来基层就业;乡镇

和农村生源的基层就业率出现拐点,毕业后返

乡就业的比例逐年下降,就业选择呈分散化趋

势;选择基层就业的比例与学历层次基本呈负

相关关系;越是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越倾向

于选择基层就业;专业技术人员或技术辅助人

员是毕业生基层就业的主要职业类型;毕业生

对选择基层就业的满意程度逐步提高;选择基

层就业的毕业生其学历层次较明显地反映了

本科和专科毕业生选择基层就业的意愿最强

烈等特点[5]。研究者温光耀等人发现大学生主

观性因素对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大于客观性因

素。客观层面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情况、地
方熟悉程度决定着其对就业城市的选择;主观

层面上,大学生对意向城市的态度、感知行为

的控制因素影响更大,且更重视城市的发展水

平、工作预期收益,以及工作、住房、户口等限

制性条件[6]。

2.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研究

研究者吴发灿等人将大学生就业心态分

为正常心态和不正常心态,其中不正常心态包

括自卑求职者、自负求职者、从众求职者3种类

型,并发现大学生的性别、生源地、学历、专业、
学校类别和家庭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大

学生就业心态具有重要影响[7]。研究者王广慧

发现大学生工作搜寻自我效能可以预测工作

搜寻时间及其对未来工作的思考方向,对工作

搜寻结果的感知控制可以预测工作搜寻时间

和工作搜寻频率,但是两者都不能预测大学生

毕业时的就业状态[8]。研究者赵朝霞等人发现

专业和实习经历对大学生心理资本有显著影

响,心理资本中的乐观维度对大学生就业成功

率有显著影响[9]。

3.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式研究

研究者钟云华等人发现非正规就业大学

生占全部就业学生的40.70%。非正规就业的

大学生其特征表现为: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子

女;主要来源于农村与城镇家庭,父母亲学历

较低,多为高中及以下,文化资本不足;家庭年

收入较低,大多在5万以下,家庭经济资本占有

少;人力资本拥有较少;一般来源于高职或一

般本科高校;主要来源于人文社科类专业[10]。

4.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者王庆生等人发现:高就业竞争力大

学毕业生与低就业竞争力大学毕业生在个人

基本条件、就业能力、就业准备行为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的个人基本

条件可以概括为毕业于名牌或重点高校,大多

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更多奖项,获得四级及

以上英语水平证书,学习成绩处于良好或一般

水平,一般持有包括英语、计算机、专业资质等

项证书;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既有

系统的职业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结构,又有完

整的职业人格;高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在求职前

比低就业竞争力大学生做了更充分的就业准

备[11]。研究者胡永远等人将大学生分为“感觉

寻求”“控制观”“A型行为类型”3种个性特征,
并以“党员”“学生干部”等为变量来反映学生

的“感觉寻求”个性,以“求过职的单位个数”
“参加就业面试的次数”“参加就业培训的次

数”等为变量来反映学生的“控制观”个性,以
“时间贴现率”为变量来反映大学生的“A型行

为类型”个性,结果发现:大学生个性特征对就

业机会和初始工资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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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个性特征对就业有显著负向效应[12]。研究

者于海波等人从人力资本可就业性、社会资本

可就业性、心理资本可就业性3个方面对大学

生可就业性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学

生可就业性是其个体、家庭和学校多种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会随着年级增加而提升,会因

性别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3]。研究

者彭正霞等人发现大学生个体、家庭背景、学
校教育、社会环境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

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存在差异[14]。
研究者邓蕾发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

具有关系网络规模较大、人口学特征趋同性

强、社会性特征异质性明显等特点;社会网络

成员所提供的帮助很大部分首先是精神性支

持,其次是信息性支持,最后是工具性支持;大
学生就业时中间性关系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亲

属关系所占的比例降低,相识关系在大学生求职

过程中并未表现出很大的作用[15]。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本研

究发现国内研究者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对就业特征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就业资本(包括

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心理资本)、就业支持、就
业结构、就业形式(包括正规就业、非正规就

业)、就业地区、就业稳定性、就业匹配度、就业

满意度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对就业特征影响

因素的关注主要聚焦于个体、家庭、学校3个层

面;主要关注广泛意义上的大学生群体,针对

性地聚焦师范毕业生就业特征的研究相对较

少;基于大数据的就业特征变化分析是大学生

就业特征研究的最新趋势。
(二)分析框架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

办法(暂行)》,“从事教育工作”指的是“在各级

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中从事与教育有关的教育

教学、研究、管理工作,包括继续攻读研究生等

学历深造”[1]。因此,在借鉴已有大学毕业生就

业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师范教育特点,本
研究构建了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

作特征分析框架,具体如表1所示。该框架主

要从毕业去向、升学与留学、教育行业就业3个

方面对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特

征进行分析。
表1 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特征分析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毕业去向

从事教育工作,包括学历深造、教育行业就业两类

其他行业参加工作

待就业(升学)

升学与留学
升学率

升学去向(包括本地升学、外地升学)

教育行业

就业

就业

区域

离职率

月收入

就业

满意度

就业

匹配度

签约

期限

就业

结构

在省内就业

在省外就业

离职群体规模/参加工作群体规模

每月工资收入(含奖金/提成/住宿/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折算为现金)
整体满意度

工作特征满意度,包括岗位职位、地理位置、薪酬和福利待遇、人际关系、职业稳定性、职业

发展机会等6个方面

专业匹配度

职业目标匹配度

教育匹配度

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时间:少于或为3个月、3个月至1年、1至3年、3年以上

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就业合同

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

基础教育产业(教育公司或培训学校等其他单位)

二、研究对象特征分析

为更准确地反映毕业生的真实就业状况,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在

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针对陕西省毕业生开

展大规模在线调查。本研究以2016届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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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中师范生类别为“普通

院校师范生”的数据为基础,对陕西普通院校师

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特征进行了分析。历届

研究样本总量及性别结构,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样本规模及性别结构分析结果

类别 N
男

N %

女

N %
2016届 4886 1472 30.13 3414 69.87
2017届 4483 1161 25.90 3322 74.10
2018届 3941 1205 30.58 2736 69.42
2019届 3095 915 29.56 2180 70.44

  从表2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

师范毕业生样本总量介于3095至4886人。
从性别结构来看,历届研究样本中男女生占比

分别约为30%和70%。从专业结构来看,2016
届至2019届研究样本以学前教育、汉语言文

学、英语教育、美术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

教育、音乐学、历史学、地理科学、思想政治教

育、化学、小学教育等专业为主,历届累计占比

分别为74.50%、82.80%、87.82%、83.04%。从

毕业院校来看,2016届至2019届研究样本以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咸阳师范

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商洛学院等地方公办普

通本科院校为主,历届累 计 占 比 分 别 为69.
14%、70.06%、70.64%、70.08%。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毕业去向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就业去向的总体概况尤其

是样本参加教育工作单位类别情况进行了统

计,具体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研究样本就业去向总体概况

类别
样本总

人数 N

从事教育工作

总数

N 比例(%)
学历深造

N 比例(%)
教育行业就业

N 比例(%)

自主创业

N 比例(%)

待就业

N 比例(%)

2016届 4886 1627 33.30 406 8.31 1221 24.99 137 2.80 495 10.13
2017届 4483 2057 45.88 496 11.06 1566 34.93 144 3.21 445 9.93
2018届 3941 1845 46.82 450 11.42 1394 35.37 74 1.88 355 9.01
2019届 3095 1659 53.60 352 11.37 1307 42.23 42 1.36 237 7.66

表4 研究样本参加教育工作单位类别统计结果

类别
教育行业

工作人数

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

N 比例(%)
教育公司或培训学校等其他单位

N 比例(%)

2016届 1221 843 69.04 378 30.96
2017届 1566 1061 67.75 505 32.25
2018届 1394 869 62.34 525 37.66
2019届 1307 810 61.97 497 38.03

  从表3和表4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

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呈现几点特

征: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2019届达到了53.60%;与2016届相比,研
究样本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在2017届

毕业生中明显上升后,2017届至2019届毕业

生学历深造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在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机构中从事与教育有关的教育教

学、研究、管理工作的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在中

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就业的占比逐年下降,在
教育公司或培训机构等其他教育行业单位就

业的占比逐年上升;近3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

占比逐年下降;待就业群体(包括求职中、签约

中、待升/留学、待参加公招考试等未就业群

体)占比逐年下降。此外,调查还发现,从事非

教育工作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主要在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就业。

(二)国内升学特征分析

学历深造包括国内升学与国(境)外留学

两种类型。因国(境)外留学样本较少,本研究

仅对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国

内升学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情况如表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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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研究样本国内升学情况统计结果

类别
样本

总量

国内

升学量

升学率

(%)
省内升学

N %

省外升学

N %

其中:东部地区

N %
2016届 4886 385 7.88 166 43.12 219 56.88 54 24.66

2017届 4483 471 10.51 187 39.70 284 60.30 100 35.21

2018届 3941 427 10.83 188 44.03 239 55.97 74 30.96

2019届 3095 340 10.99 201 59.12 139 40.88 51 36.69

  注:表中东部地区包括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

  从表5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

师范毕业生,国内升学率逐年上升;近3届普通

院校师范毕业生在陕西境内升学的比例逐年

上升;省外升学的比例逐年下降,但东部地区

升学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最高为36.69%。

(三)教育行业就业特征分析

1.就业区域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区域就业情况进行了统计,
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研究样本区域就业情况统计结果

类别
教育行业

工作人数

陕外就业

N 占比

在陕就业

N 占比

西安市就业

N 占比

2016届 1221 232 19.00 989 81.00 266 26.90

2017届 1566 347 22.16 1219 77.84 324 26.58

2018届 1394 341 24.46 1053 75.54 340 32.29

2019届 1307 289 22.11 1018 77.89 337 33.10

  从表6可知:2016届至2019届在教育行

业参加工作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以省内就

业为主,省内就业平均占比为78.07%、省外就

业平均占比为21.93%;省内就业群体中,西安

市就业的占比在近3届毕业生中逐年上升。
研究还对样本不同生源地的就业区域情

况进行了统计,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不同生源地样本就业区域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生源类别 教育行业工作人数
在陕就业

N 占比

陕外就业

N 占比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陕西生源 993 908 91.44 85 8.56
非陕西生源 228 81 35.53 147 64.47
陕西生源 1324 1128 85.20 196 14.80

非陕西生源 242 91 37.60 151 62.40
陕西生源 1137 943 82.94 194 17.06

非陕西生源 257 110 42.80 147 57.20
陕西生源 1047 900 85.96 147 14.04

非陕西生源 260 114 43.85 146 56.15

  从表7可知:2016届至2018届在教育行

业就业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中,陕西生源毕

业生留陕工作的占比逐年下降;2016届至2019
届在教育行业就业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中,
陕西生源留陕工作的平均占比为86.39%,非
陕生源毕业生留陕工作的占比逐年上升。

2.离职率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离职率情况进行了统计,具
体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

师范毕业生在教育行业就业的离职率呈周期

性波动,累计平均离职率为22.37%;历届毕业

生在教 育 行 业 就 业 的 离 职 率 均 低 于 非 教 育

行业。

3.收入特征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平均月收入(含奖金、提成、
住宿、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将其折算为现金)情
况进行了统计,具体结果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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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研究样本离职率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行业类型 有效样本 离职样本 占比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教育行业 657 172 26.18
非教育行业 1900 579 30.47
教育行业 749 156 20.83

非教育行业 1126 254 22.56
教育行业 285 73 25.61

非教育行业 394 127 32.23
教育行业 866 146 16.86

非教育行业 810 183 22.59

表9 研究样本平均月收入占比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教育行业

N M
非教育行业

N M
T

2016届 759 3236.51 1950 3437.57 0.63

2017届 896 3619.92 1279 3476.73 0.99

2018届 420 4192.10 582 3989.31 1.67

2019届 767 4185.76 702 4306.30 1.32

  从表9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通院校

师范毕业生在教育行业、非教育行业就业的平

均月收入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教育行业和非

教育行业就业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最高分别为

4200元和4300元;历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

在教育行业就业和非教育行业就业的平均月

收入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就业满意度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就业满意度情况进行了统

计,具体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研究样本就业满意度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就业行业/样本数 整体 岗位职位 地理位置 薪酬和福利待遇 人际关系 职业稳定性 职业发展机会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教育行业/590 3.97 4.11 3.92 3.40 -- 3.85 3.62
非教育行业/1521 3.94 3.99 3.94 3.42 -- 3.88 3.65

T 0.59 2.24* 0.27 0.35 -- -0.47 -0.38
教育行业/761 4.11 4.25 4.02 3.65 4.51 4.25 3.81

非教育行业/1021 3.97 4.10 3.95 3.48 4.47 4.08 3.66
T 2.43* 2.67** 1.11 2.88** 0.76 2.83** 2.54*

教育行业/383 3.25 3.41 3.20 2.89 3.67 3.37 3.05
非教育行业/533 3.22 3.31 3.26 2.85 3.62 3.35 3.02

T 0.45 1.55 0.76 0.59 0.89 0.27 0.36
教育行业/921 3.59 3.75 3.54 3.21 3.75 3.61 3.30

非教育行业/853 3.50 3.62 3.52 3.17 3.73 3.53 3.30
T 2.05* 3.33*** 0.34 0.85 0.55 1.94 0.17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从表10可知:在整体满意度层面,2016届

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在教育行业就

业的整体满意度均高于非教育行业,且在2017
届、2018届毕业生中出现显著性差异;在就业

特征满意度层面,薪酬和福利待遇满意度是教

育行业、非教育行业历届毕业生中最低的,其
次是职业发展机会满意度;教育行业就业的普

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各项就业特征满意度普遍

高于非教育行业的就业毕业生,且岗位职位满

意度在2016届、2017届、2019届毕业生中出现

显著性差异,职业稳定性满意度、职业发展机

会满意度、薪酬和福利待遇满意度仅在2017届

毕业生中出现显著性差异。

5.就业匹配度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专业匹配度与职业目标匹

配度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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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研究样本专业匹配度与职业目标匹配度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行业类别/样本数
专业匹配度

M T
职业目标匹配度

M T

2016届
教育行业/563 4.58

非教育行业/1468 4.08
6.63***

4.22
3.94

4.36***

2017届
教育行业/699 4.85

非教育行业/940 4.29
7.58***

4.26
3.99

4.14***

2018届
教育行业/380 4.00

非教育行业/531 3.41
7.58***

3.41
3.19

2.91**

2019届
教育行业/92 4.01

非教育行业/852 3.59
8.00***

3.60
3.43

3.78***

  从表11可知,2016届至2019届普通师范

毕业生在教育行业就业的专业匹配度与职业

目标匹配度均显著高于非教育行业。

本研究对样本教育匹配度具体情况进行

了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研究样本教育匹配度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行业类别/样本数
雇主学历要求匹配度(%)

就低 对等 就高

自我感知教育匹配度(%)
就低 对等 就高

2018届

2019届

教育行业/317 24.92 73.82 1.26 11.36 84.86 3.79
非教育行业/453 26.05 73.07 0.88 23.40 74.17 2.43
教育行业/386 19.69 79.79 0.52 8.55 88.86 2.59

非教育行业/325 20.62 78.77 0.62 13.23 83.08 3.69

  从表12可知:2018届、2019届普通院校师

范毕业生与雇主要求学历对等就业的占比、自
我感知教育匹配度对等的占比均在70%以上,

且呈增长趋势;在教育行业低学历就业的占比

约为20%、高能低就的占比约为10%,均低于

非教育行业,且呈现递减的发展趋势。

6.签约期限分析

本研究对样本签约期限情况进行了统计,

具体结果如表13所示。

表13 研究样本签约期限统计结果

毕业生类别 行业类别/样本数 未签合同 少于或为3个月 3个月至1年 1至3年 3年以上

2018届

2019届

教育行业/311 16.72 1.93 13.18 43.73 24.44
非教育行业/436 21.10 1.15 18.58 36.47 22.71
教育行业/379 15.30 1.58 13.98 40.90 28.23

非教育行业/322 21.12 1.24 17.70 37.89 22.05

  从表13可知:教育行业、非教育行业用人

单位与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签订的合同期限

均以1至3年为主,占比40%左右,后面依次

是3年以上、3个月至1年、未签合同和少于或

为3个月期限;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在教育行

业未签合同的群体中占比低于非教育行业,且
呈递减趋势,非教育行业未签合同的群体占比

基本稳定。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陕西省2016至2019届普通院校师范毕业

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特征及变化情况,可概括为

6个方面。

第一,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逐年上升,最

高为53.60%。这就意味着仍有46.40%的普通

师范毕业生未从事教育工作,师范专业的培养

目标达成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选择学历深造的占比基本较为稳

定,约为11%。国内升学群体中省内升学的比

例逐年上升,省外升学以东部地区为主。参照

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维持6%左右

的增幅)来看[16],硕士研究生扩招对普通院校

师范毕业生升学率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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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待就业的比例

呈逐年下降趋势,就业更加充分。

第四,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中从事

与教育有关的教育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比

例逐年上升,最高为42.23%。其中:在中小学

幼儿园及教育局工作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

比例逐年下降,最低为61.97%;在教育公司或

培训学校等教育行业内其他单位就业的比例

逐年上升,最高为38.03%。这意味着普通院

校师范毕业生去中小学幼儿园就业的难度逐

渐增大或意愿逐渐减弱,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

局以外的其他教育行业单位是未来普通师范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

第五,就业区域以省内就业为主,省会城

市就业的比例逐年上升。在教育行业参加工

作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中:约80%为省内就

业,省会城市就业的占比逐年上升;超80%的

陕西生源为省内就业,陕外生源在陕就业的比

例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普通地方高校对促进

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服务能力逐渐增强。

第六,与非教育行业相比,教育行业就业

的离职率明显偏低,为22.37%;教育行业普通

院校师范毕业生整体满意度显著高于非教育

行业,就业特征满意度在教育行业、非教育行

业间的差异逐渐缩小,薪酬和福利待遇满意

度、职业发展机会满意度是普通师范毕业生就

业特征满意度最薄弱的环节;教育行业专业匹

配度、职业目标匹配度显著高于非教育行业;

教育程度对等就业的占比约80%,教育错配

(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职业要求的教育水平

不相符)占比约20%,其中教育过度的比例高

于教育不足;初职平均月收入在教育行业、非

教育行业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的聘用周期普遍较短,且教育行业

普通师范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比例有所下降,非教育行业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比例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就业匹配度是区

别师范毕业生教育行业、非教育行业就业质量

的关键指标,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市场管

理有待进一步规范。

(二)政策建议

通过对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

作特征及变化情况的梳理和归纳可以发现,随

着教育产业的不断壮大,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

就业去向逐渐多元化,从事教育行业工作的比

例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教育公司和培训学校

等教育行业内其他单位就业规模的增长对这

一比例的上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

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现有师范生培养模式

的单一化与就业去向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以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推动普通院校师范

生培养模式改革,正成为当下普通院校师范生

培养面临的重大课题。

此外,由于受公费师范生的影响,中小学

及幼儿园对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需求量变少,

加之部分优质中小学及幼儿园提升教师招聘

学历以及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都对

普通师院校范毕业生签约中小学及幼儿园带

来巨大挑战,进而导致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签

约教育培训学校或教育科技公司的比例逐渐

增高。一方面,专项评估制度的缺失,弱化了

有关部门对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去向的

监管和引导职能;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就业率,

忽视了对就业质量内涵的关注。随着教育改

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类

别越来越多样,现阶段对教育产业领域的就业

法律保障及监管相对滞后,导致普通院校师范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周期普

遍较短,工作稳定性及福利待遇缺乏保障。鉴

于此,为提升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

作的质量,本研究着重提出6点建议。

第一,重新审视师范教育价值观,创新师

范生协同培养模式。师范教育是我国教师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小学及幼儿园培

养师资是社会对师范教育价值的固有认知。

回顾我国师范生就业政策的百年发展历程,先

后经历了以全面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初创阶段、

以适应变革为重点的调适阶段、以扩大规模为

动力的恢复阶段、以适应市场为抓手的转型阶

段、以优化师资配置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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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7]。在计划体制导向下,公费师范生培养机

制逐渐完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如何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是地方师范院校面临的一项较

为紧迫的现实任务。从调研数据来看,各类教

育企业逐渐成为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就业的

主要选择。鉴于此,应突破现有的为基础教育

学校培养师资的固有思维,进一步拓宽师范教

育的价值取向,在已有“政府-高校-中小学”(G-

U-S)和政府-高校-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G-U-

S-C)[18]协同培养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高校

与教育企业相互协同的师范生培养新模式,拓

展现有师范生实习实践基地的类型及“双师

型”教师的认定范围,不断增强优质教育企业

在师范生培养中的参与热情。同时,这对提升

教育企业的服务质量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设定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常

模值,发挥评估引导作用,提高普通院校师范

毕业生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对师范毕业

生毕业质量的要求为: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不

低于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平均水平,获

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75%(二级)或

85%(三级),且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并未对师

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提出明确量化

指标[1]。从调研数据来看,省域层面2019届普

通院校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比例首次

超过50%,这仍不是非常理想。鉴于此,省级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大数据监测优

势,综合研判教育行业人才状况,先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常模值,

再通过师范专业认证逐步引导师范毕业生合

理就业,进而达到提升师范生培养目标达成

度、改善师范生就业质量目的。

第三,制定科学的卓越教师试点改革成效

评估机制,发挥师范教育改革的示范引领作

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实施

师范教育生源质量提升计划,实行师范专业提

前批次录取制度,支持高校设立面试环节,重

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从教潜质,注重入校

后二次选拔,探索从非师范专业中选拔学生转

读师范教育专业[19]。2014年“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启动实施以来,各省积极开展卓越教师试

点改革[20],其中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学生进

入教师培养行列,提升师范生生源质量是各试

点改革项目努力的重点。然而,目前卓越教师

试点改革项目成效评估机制相对滞后,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试点改革高校发挥示范引领的作

用。鉴于此,应制定科学的卓越教师试点改革

成效评估机制,推进发展性卓越教师培养项目

评价体系的建设[21]。另外,加强改革经验的总

结和推广,这也是推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

0”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第四,以宽口径就业为导向,强化和重视

普通院校师范生能力资本的全面开发,提升各

类职业适应能力。现阶段,国内学者普遍认为

影响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因素主要有个

体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家庭背景因素、社会环

境因素等4类。其中,人力资本是学校教育中

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主要因素。然而,因受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信号理论

的影响,国内研究者将人力资本片面地理解为

认知能力资本,并以就读高校类型、党员、奖学

金、学生干部、社会实践、学业成绩、参加行业

实习、各类证书等为主要观测点,这严重制约

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力。李晓曼等人在借

鉴新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22],

提出促进大学生非认知能力资本的开发是推

进大学生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就

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而言,认知能力资本与非

认知能力资本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师

范毕业生在教育行业的就业质量,同时也有助

于弥补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在非教育行业就

业能力资本的不足,使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能

够适应非教育行业工作,夯实普通院校师范毕

业生在非教育行业就业的基础。

第五,提升教育行业薪酬福利待遇,普通

院校帮助师范毕业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提升

其就业满意度。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大学毕

业生对高质量就业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不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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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现阶段的就业质量,还对就业有全面而长远

的评价;收入水平仍是大学毕业生评价就业质

量的首要标准;开始更多地关注非收入因素对

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保障性和稳定性是评判

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23]。调研结果显示,薪
酬和福利待遇满意度、职业发展机会满意度是

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教育行业就业特征满意

度的明显“短板”。因此,教育行业用人单位应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毕业生

初职薪酬与福利待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加强

新入职师范毕业生岗位发展规划与指导,增强

职业发展支持力度。此外,在研究层面应以发

展性质量观为指导,设计科学的师范毕业生就

业质量指数,发挥评估导向作用,整体提升师

范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第六,强化法律保障,规范教育行业用人

机制。“非正规就业”最初指的是非正规部门

就业,后来扩大到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以及在

正规部门中进行的非正规就业[24]这包括在正

规部门就业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了劳动

合同但未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的雇员。调查结果显示,约15%的教育行业就

业的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未与用人单位签订

劳动合同,且在中小学、幼儿园及教育局以外

的其他教育行业就业的毕业生中,仍有一定的

比例是非正规就业,这已成为普通院校师范毕

业生教育行业就业的普遍现象。与正规就业

者相比,非正规就业者往往在低端行业就业,

面临工资薪酬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
作环境差等问题[25],而且缺乏必要的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26],就业保障程度偏

低[9]。此外,学历层次越低的大学毕业生选择

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越高[27]。现阶段,本科是教

育行业就业的基本学历要求,政府部门应当完

善教育行业非正规就业的相关劳动保障机制,

确保普通院校师范毕业生在工作中的合法权

益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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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CharacteristicsandChangesofEducationalWorkforOrdinaryNormalGraduates
———Basedonthefollow-upsurveyofemploymentandentrepreneurshipofgraduatesinShaanxi

LIYunfu
(WestChinaHigherEducationEvaluationCenter,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Ordinarynormalstudentsarethemainreservetooptimizethestructureofbasiceducation
teachersandimprovethequalityofteachers.Underthebackgroundofdiversifiedemployment,itisof
greatsignificancetounderstandtheemploymentcharacteristicsandchangesofordinarynormal
studentstopromotethereformofnormaleducation.Basedonthetrackingsurveydataofemployment
andentrepreneurshipofgraduatesinShaanxi,thispaperanalyzestheemploymentcharacteristicsand
changesof2016-2019ordinarynormalgraduatesemployedineducation.Resultsshowthat,thepro-
portionofnormalgraduatesengagedineducationisincreasingyearbyyear,thehighestis53.60%,
andtheachievementofnormaleducationgoalsneedstobefurtherimproved;theproportionofdomes-
ticenrollmentisstable;intheemploymentofeducationindustry,theemploymentproportionofpri-
maryandsecondaryschool(EducationBureau)isdecreasingyearbyyear,theemploymentproportion
ofallkindsofeducationenterprisesisincreasingyearbyyear;thesalaryandwelfaretreatmentand
careerdevelopmentopportunitysatisfactionistheobviousshortboardofemploymentsatisfactionin
educationindustry;theemploymentstandardizationofeducationindustryneedstobefurtherim-
proved.Facingthesecharacteristicsandchanges,universitiesshouldreexaminethevaluesofnormal
educationandexpandthecooperativetrainingmodeofnormalstudents,andpayattentiontothecom-
prehensivedevelopmentofnormalstudents'abilitycapital,improvetheiradaptabilitytovariousoccu-
pations.Therelevantadministrativedepartmentsshouldformulatethenormvalueofnormalgradu-
atesengagedineducation,playtheroleofevaluationandimprovethedegreeofachievementofnormal
universitygraduates'talenttrainingobjectives,andfurtherpromotetheeffectivenessevaluationofthe
pilotreformofoutstandingteachersandgivefullplaytotheexemplaryandleadingroleofnormaled-
ucationreform,strengthenthelegalprotection,standardizetheemploymentmechanismofeducation
industry.Employersshouldimprovethesalaryandwelfareoftheeducationindustry,doagoodjobin
thecareerdevelopmentplanningofnormaluniversitygraduates,andimprovetheemploymentsatis-
faction.
Keywords:ordinarynormalgraduates;employmentcharacteristics;changetrend;normaleducation
reform

收稿日期:2021-03-03

责任编辑 邱香华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