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为了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强对初等教育专业毕业生的

跟踪服务与管理；全面系统地了解毕业生对学院办学宗旨、人才培

养、课程设置等情况的反馈；加快学院教学改革步伐，提高办学水

平和教学质量，我院开展了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

该报告调研对象为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基于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同时运用问卷星对毕业

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

生就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对我院教育教学工作的评价与反馈，为学院

学科专业调整、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截止 2019 年 11 月，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398

人，就业总人数为 398 人，总体就业率为 100%。毕业生就业质量整

体较好。对学校就业服务质量和教育教学质量各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结合现况找出问题，提出反馈建议。

一、2019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基本规模

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共 399 人。其中男性毕业生 50 人，

女性毕业生 348 人。女性毕业生人数居多，男女比例 1:14.65。如表

所示：

表 1-1 初等教育学院 2019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性别 人数 比例（%）

男 50 12.56

女 348 87.44

总计 398 100

（二）毕业生结构及分类就业率

1.毕业去向及就业率

（1）毕业去向



2019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主要为其他录用形式就业（146 人，

53.86%）、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111 人，35.41%）、签就业协议形

式就业（75 人，1.90%）和升学（66 人，7.47%）。详见下表：

表 1-2 2019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46 36.68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11 27.89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75 18.84

升学 66 16.58

待就业 0 0

总计 398 100

（2）就业率

截止 2019 年 11 月，2019 届毕业生 398 人，就业 398 人，就业

率 100%。男性毕业生就业率 100%，女性毕业生就业率 100%。

2.民族分布及就业率情况

2019 届毕业生中，汉族毕业生 39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98.24%；

就业率 100%；少数民族毕业生 7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76%，就

业率 100%。

图 1-1 毕业生民族分布情况



3.专业分布及就业率情况

毕业生分布在 4 个专业中，小学教育（三年专）192 人，特殊教

育 76 人，体育教育 33 人，播音与主持 11 人，初等教育（五年专）

86 人。

从专业的就业率来看，小学教育（三年专）、特殊教育、体育

教育、播音与主持和初等教育（五年专）就业率均为 100.00%。详见

下表。

表 1-3 毕业生按专业就业情况

专业 人数 比例（%）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小学教育（三年专） 192 48.99 192 100

特殊教育 76 19.10 76 100

体育教育 33 8.29 33 100

播音与主持 11 2.76 11 100

初等教育（五年专） 86 21.6 86 100

总计 398 100.00 398 100

4.师范生分类及就业率情况

2019 届毕业生中，普通师范生 387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97.24%，

就业 387 人，就业率为 100%；非师范生 11 人，占比 2.76%，就业 11

人，就业率为 100%；如表所示：

表 1-4 师范生分类及就业率情况

师范生类别 总人数 比 例

（%）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普通师范生 387 97.24 387 100

非师范生 11 2.76 11 100

总计 398 100.00 398 98.64

5.毕业生生源分布情况

2019 届毕业生生源地为福建省的人数最多，有 390 人，占毕业

生总人数的 97.99%，福建省生源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外省生源共

8 人，占比 2.01%，外省生源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



表 1-2 毕业生生源分布情况

省份 总人数 比例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福建省 390 97.99 390 100

外省市 8 2.01 8 100

总计 398 100.00 398 100

其他省份

安徽省 1 0.25 1 100

四川省 3 0.75 3 100

浙江省 3 0.75 3 100

江西省 1 0.25 1 100

（三）毕业生流向

此部分只分析就业方式为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就业协议形式

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的 2019 届毕业生。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的

有 148 人，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的有 75 人，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的

有 109 人。如图所示：

图 1-2 毕业生就业形式情况

1.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

2019 届毕业生选择进入中初教育单位就业的人数最多，占比为

62.06%；其次是其他企业，占比为 20.35%%；其他事业单位占比为

0.50%。详见下图：



图 1-3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2.毕业生签约单位行业

2019 届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行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占比为

89.46%；其次是制造业，占比为 3.31%；批发和零售业占 2.41%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占比为 2.11%。详见下图：

图 1-5 毕业生签约单位行业

3.毕业生工作职位类别

2019 届毕业生选择就业人数较多的工作职位类别为：教学人员

（90.96%）和其他人员（4.22%）等。详见下图：



图 1-6 毕业生工作职位类别

（四）毕业生升学情况

2019 届选择升学的毕业生有 66 人，升学率为 16.58%。升学的

学校主要是泉州师范学院（10 人）、闽南科技学院（10 人）和龙岩

学院（10 人）。如表所示：

表 1-3 毕业生升学情况

学校名称 男 女 总体

泉州师范学院 0 31 31

闽南科技学院 0 10 10

龙岩学院 1 9 10

宁德师范学院 0 9 9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1 0 1

闽南理工学院 0 1 1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0 1 1

福州外语外贸学校 1 0 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0 1 1

福建工程学院 0 1 1

总计 3 63 66

二、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与分析

（一）毕业生求职结果分析

1.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

调研数据显示，33.17%的毕业生的就业信息通过亲友和师长提



供，32.16%自己直接联系应聘，24.12%通过单位的招聘会和网站获

取就业信息。如图所示。

图 2-1 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

2.毕业生求职影响因素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认为学历（78.39%）、实践/工作经验

（20.26%）和学历（18.98%）是求职影响的重要因素。如图所示：

图 2-2 毕业生求职影响因素

（二）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1.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满意度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满意度（满意度=非常满

意+满意+比较满意）为 93.73%。如图所示：



图 2-3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满意度

2.毕业生薪资水平

（1）毕业生总体薪资水平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薪资水平主要分布在 2001-3000

元，占比为 46.62%；其次是 3000 元及以上，占比 28.07%。如图所

示：

图 2-4 毕业生的薪资水平

（2）毕业生薪资满意度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薪资满意度（满意度=非常满意+

满意+比较满意）为 78.96%。说明大部分毕业生对目前的薪资水平比

较符合自身的期望值，还有 21.05%的毕业生认为目前薪资水平低于

自身的期望值。如图所示：



图 2-5 毕业生总体薪资满意度

3.毕业生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1）毕业生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岗位与专业的相关度为 92.49%。

包含非常相关（50.63%）、相关（31.33%）和比较相关（10.53%）。

这表明毕业生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高度注重专业与岗位的匹配程度，

同时也说明学校毕业生专业能够与社会上的用人需求相符合，能够

较好地与社会对接。如图所示：

图 2-6 毕业生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2）不相关原因

进一步对岗位与专业不相关的毕业生进行分析，除去难以分析

的其他，认为本专业相关工作收入待遇较低（49.12%）、本专业相

关工作与自己的兴趣不符（34.84%）和本专业相关工作要求高

（34.34%）是主要原因。如图所示：



图 2-7 毕业生岗位与专业不相关原因

4.工作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对于目前工作总体满意度为 29.82%；其

中满意度最高的方面是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为 56.39%。如图所示：

图 2-8 毕业生工作满意度

(三)毕业生继续深造情况分析

1.毕业生继续深造的原因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继续深造与出国主要是为了提升综合能

力（70.37%）、对专业感兴趣（11.11%）以及专业就业前景好（11.11%）。

如图所示：



图 2-11 毕业生继续深造原因

2.毕业生求职关注的因素

就业毕业生的调研结果显示，毕业生求职过程中主要关注薪酬

水平、社会保障及工作稳定度，占比均为 20.00%；工作环境占比

15.00%。如图所示：

图 2-12 毕业生求职关注的因素

三、 2019 届毕业生对高校的评价

（一）毕业生对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评价

1.毕业生对高校教育教学的评价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对高校教育教学的满意度较高，

总体满意度为 84.46%。其中毕业生对教师教学水平的满意度最高，

为 89.47%；其次是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师敬业度，满意度均为 87.72%。



如图所示：

图 3-1 毕业生对高校教学工作的满意度评价

2.毕业生对高校教育教学的反馈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应加强教师实习实践指

导技能（68.17%）、人才培养特色（66.17%）及专业教学内容实用

性（60.4%）。如图所示：

图 3-2 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



（二）毕业生对高校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1.毕业生对高校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对学校就业信息提供与发布的有

效性和就业手续办理满意度最高，为 95.24%；其次是就业指导/创业

教育课服务，满意度为 94.99%。如图所示：

图 3-3 毕业生对高校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度

2.对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指导

调研数据显示，2019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应重点提供的就业指导

是简历和面试指导（63.66%）、实习实践（61.65%）和各类岗位分

析（49.62%）。如图所示：



图 3-4 毕业生对母校工作能力素养培养的满意度

三、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

（一）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为 99.5%，包含非常

满意（37.59%）、满意（51.63%）和比较满意（10.28%）。毕业生

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相对较高，说明学校在促进学生就业创业方面

做出了很多工作且得到了毕业生较高程度的认可。如图所示：

图 3-5 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



（二）毕业生对所学专业的工作能力的满足度

调研数据显示，毕业生在所学专业的工作能力满足度中表示，

表达沟通能力的不能满足度最高，为 83.21%；其次是创新应用能力，

第三是承压抗挫能力。如图所示：

图 3-6 对所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及岗位需求满意度

四、建议

（一）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深化课程改革。

专业课程的设置反映学校教育的发展思路和教学资源的分配格

局，直接决定着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并最终影

响毕业生的竞争力，所以希望在专业课程中进一步增加基本功课程，

并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师范生各种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二）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

社会适应力是一项基本的就业能力，适合学生发展的各类社会

实践活动能带动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的

发展。但在社会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的培养方面，我们往往采取以

校内活动为主方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校外活动，不利于于学生

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加强就业指导，转变就业观念

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就业指导部门

的服务功能，培养学生向良好、成熟的就业观念转变。

（四）加强创业教育，拓宽就业渠道

学校要积极探索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创业教育，就业指导课程

也要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通过举

办创业讲座、创业大赛、社团活动等，丰富学生的创业知识和创业

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要

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利用国家相关优惠政策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综上所述，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也要主动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把毕业生的

需求和社会的需要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充分尊

重毕业生的主体地位。开拓创新，更好地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