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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就业率的变化 

纵观近两年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2%左

右，整体呈现稳定的状态。由此可见，学院在贴近专业、贴近就业的人才模式就

业方面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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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学院 2017-2018 届毕业生就业率 

二、就业分布 

（一）就业地区的分布特点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辽宁省本地就业的毕业生比例达到 73.7%，

其中，在沈阳市就业的比例最高，达到 52.5%；其次为大连市，所占比例为 16.06%。

毕业生在本地就业是服务地方是校、地、生三方共同的需求，预计今后会有更多

毕业生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二）就业单位和就业行业的分布特点 



 

  

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 91.92%的毕业生集中在企业就业（包括其他

企业和国有企业），主要是会计学、艺术设计、英语、新闻学、日语、法学、广

告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这些企业工作。除了在企业就业之外，学院 2018 届毕业

生就业单位还包括中初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党政机关、城

镇社区、高等教育单位、司法服务、媒体媒介单位等，在这些单位就业的比例达

到 8.08%，整体上呈现“一体多元”的立体化就业市场格局。 

学院 2018 届毕业生就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教育和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例为 16.43%，13.99%和 9.58%，其次是建筑

业、制造业、居民服务、文化体育娱乐业和修理其他服务业，分别占 8.99%，7.68%，

7.56%和 7.02%。整体来看，学院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广泛。 

（三）进一步加强就业工作的举措 

一方面，为了促进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就业，学院实习就业指导中心每年都

会举行春季供需见面会，吸进众多单位来校招聘，为毕业生就业提供相应岗位。

同时发挥就业专员信息体系，保证就业信息全覆盖、无盲点。同时学院分别在沈

阳、北京等地建立了实习基地，签署了合作协议 100多个，新增各类实习实践基

地 30 多个。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社会、尽快融入社会、积累经验为就业奠

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学院近年来逐步加大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以

及参加国家公务员、各地方公务员、选调生选拔的宣传力度，努力拓展学院毕业

生面向政府机关、基层组织就业的渠道。学院先后有百余名毕业生参加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有数百位毕业生主动选择中西部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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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为建立和完善毕业生对人才培养的反馈机制，学院向应届毕业生发放调查问

卷，了解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对学院教育教学评价。以这些调查为参考，为

学院有关部门在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持。 

一、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评估 

为了对毕业生各项能力水平进行评估，此次调查中让毕业生对自身各项能力

进行自我评估，评估方式采取打分制，分为 0-10 分这 11 个等级，分数越高，则

表示该项能力越强，0 分则表示完全没有该项能力。 

毕业生对各项能力的自我评估中，除了外语能力之外，其他 17 项能力的均

值，总体无较大差异，集中在 7.10-8.50 分这个范围，具体数据详见下表。根据

均值进行排序，排在前面的分别是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实干与执行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和组织与协调能力；排在最后的是外语能力。该结果说明，整体而

言，学院毕业生职业能力自我评估良好，各项能力均值都较高；而与其他能力相

比，外语能力的均值较低。 

表 5-1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 均值 就业能力 均值 

团队协作能力 8.45 问题解决能力 7.11 

实干与执行能力 8.38 信息收集能力 8.10 

动手能力 8.20 口头表达能力 7.60 

人际沟通能力 7.80 领导能力 7.10 

组织与协调能力 7.63 书面表达能力 7.00 

分析能力 7.15 创新能力 8.10 

时间管理能力 7.00 计算机应用能力 7.20 

情绪管理能力 7.02 专业能力 7.00 

自学能力 7.10 外语能力 6.00 

    在对毕业生的教育教学方面，学院注重培养其综合素质与能力。除了外语能

力、专业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之外，毕业生认为自身拥有的各项能力平均超过



 

  

了 7 分，其中能力水平达到 8 分的依次为团队协作能力、实干与执行能力、动手

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二、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的满意度分析 

学生作为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主体之一，毕业生对学院教育教学各方面的评

价对于学院专业结构的优化，培养方案的完善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学院调

查了毕业生对母校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满意度、母校的教学实践环节的满意度，并

将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的满意度评价分为：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

较满意、很满意，分别赋予 1-5 的分值1。求出每个指标的平均值，如下图所示。

满意度均值基本集中在 4-4.5 分的区间内，总体来说，毕业生对母校的教育教学

偏向“比较满意”。其中，教学方法、方式的满意度最高，达到了 4.5 分；相比

较而言，对母校教师的教学内容的满意度稍低，但也达到了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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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018 届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的满意度均值 

毕业生对自身就业能力水平和学院教育教学水平的反馈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学院人才培养总体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综上可知，辽宁师范大学

                                                 

1本次调查中，满意度调查采取 5 点计分，很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很满意

=5。 



 

  

海华学院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学院人才培养还存在一定的

改进空间。结合学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在学生的能力培养方面，学

院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学生的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和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书

面表达能力等的培养，从而帮助学生就业后更好地适应职场，胜任工作要求。学

院在教学内容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方面有待持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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