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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与地理教育学科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直接影响本专业招生数量和质量。基于就业

信息统计数据，分析了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就业形势和就业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以来就业率呈现

下降趋势；就业地区以在生源地就业为主，其次是相邻地区，去外省人数就业的较少；从就业行业看，以中学教师为主，近几年

去国土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人数开始增多，就业行业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从就业性质看，以事业单位为主，其次是公务员，其他

单位的就业人数增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以上研究对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在择业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为高校招生和就

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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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status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graduates closely rela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enrolled students in this program.

Based on employment statistical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tions, situation and space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graduates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 the employment rate has followed a downward trend

since 2011. Graduates are employed primarily in their source places, secondarily in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the

least in other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professions, the majority of graduates serve as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get land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government job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rofessions

the graduates enter ar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With regard to nature of employment, most are employed in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secondary number of graduates work as civil servants, and the number employed in other industries

begins to increase, showing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The above analysis can guide geographical science graduates

in their choice of a career,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llege admission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Keywords: employment; geographical science program;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贵州省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在社会

发展和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的人才资源。其中地方

高校是提供人才资源的主要阵地。为适应当今社

会对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我国教育部在 20

世纪末就开始启动实施了“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1]，加强了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2]。探

索高校毕业生流动规律有助于了解区域人力资源

分布状况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有助于解

决就业结构性矛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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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状况一直是社会各领域关注的焦

点，学术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目前有关毕

业生就业的研究大多从宏观、定性等层面展开[4-5]。

地理科学专业是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受

到国家教育部门重点关注的学科之一。在全国初、

高中都设有专门的课程，而且是高考科目之一，所

以地理科学专业方面的教学人才需求很大。吴建

章[6]提出从高校和个人两个层面提出了加强师范生

教师职业认同培养的策略措施，高校要加强师范教

育教学改革和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个人要树立教

师职业价值观和加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孙中伟等
[7]提出了地理类专业学生主要的4个培养方向，对社

会需求进行了评估，分析了高校地理类专业就业需

求、课程设置与学生期望的错位，提出了应对策略；

薛治国等[8]提出在大量非师范高校毕业生走上中小

学教师岗位，地理学专业就业形势严峻，而工程技

术专业社会需求量巨大，因此需要加强相关实践技

能练习，探索适合当前社会形势的教学体系；陈淑

清和董立峰[9]从就业导向出发提出师范生地理实践

能力培养问题；汤莉[10]以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本

科毕业生为例进行了大学生就业成本的研究，在科

学合理指导高校就业工作、提高就业效率、降低就

业成本、节约就业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熊平

生[11]对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就业意向进行了调查，并

分析了就业影响因素，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

议；于正松[12]提出“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的实习促

进就业的模式，是在学校“以就业为导向”的主导理

念引领下，借用现代市场营销的观点，为学院人才

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修订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意

见，也为用人单位节省了员工岗前培训与教育成

本；张彦和周兴[13]分析了师范院校地理科学专业毕

业生就业能力的内涵，提出了提高地理科学专业毕

业生就业能力的措施；郭玲霞等[14]基于学生生源和

就业信息的统计数据，分析了近10年来咸阳师范学

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结构及变化趋势、空间

分布特征。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开办于 2007

年，是师范类专业中发展较快的，而且一直是就

业率比较高的专业。基于统计数据，对黔南师范

学院地理科学专业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地

理科学专业开办以来的就业情况，总结就业去

向、就业行业以及就业地区，并分析其原因，针对

相关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为促进地理科学专业的

可持续发展、地理科学专业的学生择业提供一定

的参考。

2 2011年以来地理科学专业就业分析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自 2007年开

办以来，招生规模稳定，就业率高。从 2007—2012

年有 6届毕业生，每一届都稳定在 60人左右；2012

年国家实施高校扩招方案，2012年招收学生增加到

75人。招生和就业人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图1）。

就业率保持稳定在 90%以上。该专业就业率一直

较高且稳定的原因主要在于学校采取因材施教、努

力提高学生素质等方面的积极措施，最主要的是培

养了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2011年的毕业生是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理科学

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因为基于社会需求设立了这个专

业，所以第一年的就业率达到了 94%。2012—2016

年，就业率基本稳定维持在90%以上，2016年以前基

本稳定在92%左右，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图2）。

2.1 就业地区分布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大多数

来源于贵州省，大部分毕业生选择留在贵州省工

作。回到生源地的人占大多数，一般在家乡附近择

业，到外省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少；通过服兵役、考研

等到其他地区情况一直都较少（表1）。

2011—2016年，在生源地就业的毕业生比例都

稳定在50%左右，在相邻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在

45%左右。2016年在生源地相邻地区、外省等其他

地区就业的人数开始增多，一部分学生倾向于考研

来继续深造，也有少部分人为了响应国家应征入伍

年份

图1 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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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选择去服兵役。

2.2 就业行业分布

2.2.1毕业生就业行业分析

地理科学专业属于师范类专业，大多数毕业学

生选择做中学教师，就业行业相对集中。一小部分

人会选择到其他单位上班或者考研、自主创业、应

征义务兵等。极少数人到气象局、水利局、农业局

等单位，一方面因为是地方院校，知名度和教学水

平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单位大多需要

研究生水平，因此能到这些单位工作的人数相对较

少。到国土部门工作是继中学教师职业外的另一

个热门行业（表2）。

2.2.2就业行业逐渐多样化

教师行业仍然是就业行业的首选，但2013年以

后选择其他行业就业的人数开始增多，就业行业逐

渐多样化。2016年已占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主要是

由于 2013年开始国家鼓励大学生多方面就业和社

会人才需求增多的前提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选择了诸如考研、自主创业、服兵役等多种就业方

式。

2.3 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2.3.1就业去向趋势

就业去向由集中转向分散，选择事业单位的毕

业生仍然占多数，但选择事业单位的人数减少，公

务员行业人数逐渐增加，其他行业的人数增加也较

快。2013年以后选择其他方向就业的人开始增多，

如国营单位、私人企业等就业的人数逐渐上升。地

理科学专业每年在事业单位就业人数比例在60%，

均为中学教师和特岗教师，公务员的比例为 17%，

相对于事业单位来说占比较少（表3）。

3.2 就业去向的转变

2013 年以前到其他行业就业的人数较少。

2013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推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政策的公告》，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

中西部等地区就业，以及到中小企业和自主创业应

征入伍义务兵役等，因此2013年以后选择事业单位

和公务员的人数比例在减少，而选择其他就业方向

的逐渐增多，近几年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3 建议

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近 6 年毕

业生各类就业数据分析来看，地理科学专业招生

和就业都呈上升趋势，且就业率维持在一个较高

的水平。就业地区以就近生源地为主，就业行业

以中学教师为主，但就业去向逐渐呈现多样化。

就业率虽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研究期间呈现

下降趋势。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招生和就业提出

以下建议。

3.1 形成办学特色

不同高校对地理科学专业培养的方式不同。

从地理科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地理科学专

业应当培育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现代化人才。要

求本专业的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要全面发

展。鉴于没有固定企业来我校招收地理科学专业

毕业的人才，需要尽快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就业

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而是延伸到气象局、水利

局、国土局等相关用人单位。

表2 2011—2016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64

58

65

62

60

75

384

中学教师

43

31

33

42

30

26

205

特岗

12

7

—

1

1

1

22

国土部门

—

4

3

—

4

10

21

其他

5

12

24

14

19

31

105

就业行业分布/人

数据来源：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 http://

219.151.12.5。

毕业人数届别

表1 2011—2016届就业地区分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64

58

65

62

60

75

384

生源地

29

18

25

28

22

40

162

相邻地区

26

25

26

20

21

10

128

外省

3

3

4

5

6

1

23

其他

2

8

5

4

5

17

41

就业地区分布/人
毕业人数届别

数据来源：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 http://

219.151.12.5。

表3 2011—2016届毕业生就业单位分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计

64

58

65

62

60

75

384

事业单位

55

38

34

43

31

31

232

公务员

4

9

8

4

6

10

41

其他

1

7

18

10

17

27

80

就业单位分布/人

数据来源：贵州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 http://

219.151.12.5。

毕业人数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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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专业培养体系，建立实习—就业一体化的

培养机制

目前的学生培养体系虽然已经渐趋成熟，但在

学生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培养上面还要进行优化，特

别是建立实习—就业一体化的培养机制，有利于用

人单位充分了解毕业生的情况，实现实习期与就业

期的衔接，使学生提前上岗，缩短就业途径。结合

实际情况，大力拓展实习基地，为企业和学生双向

选择创造有利条件。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地理

科学专业发展逐年加快，这就要求地理科学专业毕

业生素质应该要逐年增高，逐渐提升就业率。因

此，地理科学专业需要不断优化培训体系，提高本

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以适应和满足不同时期的

人才需求。

3.3 加强就业指导

从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来看，地理科学专业的学

生毕业后参与西部计划和基层就业项目的较少，因

此，需要高校在就业指导方面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增加就业途径。具体做法可以增加就业指导

课，让毕业生更明确就业的方向；通过宣传栏的方

式，让毕业生更好地了解就业的流程和方向等，从

而提高就业率。

3.4 增设专业所需实验器材、书籍、辅导课程

地理科学专业在自然地理方面需要做很多实

验，如土壤成分、水质的测试等，实验室的基本设备

还需要增加；在地理科学专业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

很多的外国文献，查询资料也会用到很多国外的网

站，但由于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地方院校，外语

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希望学校在教学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开设相关培训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

（主要是英语），找到更多的学习方法为地理科学专

业学生学习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3.5 严格制定学生培养计划，培养高质量人才

由于社会各界对地方普通高校和重点大学的

毕业生认可度不同，一般认为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质量比其他普通院校的要高得多。鉴于此，地方普

通高校应该结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在培养高质量人

才方面，以高标准要求学生，培养能胜任多种工作

的高质量学生。这对提高就业率是至关重要的。

3.6 扩宽就业渠道

从对已就业行业调查看，主要集中在中学教

师、国土局、教育局等领域，就业行业分布比较集

中。但本专业开设了旅游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

物地理学、地图学、地貌学、环境学、GIS等专业课程

和相关技术操作，可以从事与建筑、土地测量等方

面的相关工作，在地图出版社从事地图的绘制或编

辑，也可以在旅游局、农业等部门从事工作，还可以

在相关科研单位从事科研或从事地理教研活动。

因此需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增加选择和就业机

会，从而提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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