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报告 

    一、调查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实行目

前的“双向选择、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就业模式。“一

次性就业率”、“协议就业率”已成为考核高校就业工作优劣的重要指

标，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招生质量和生源，高校间

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时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就业人数剧增等

也给学校的就业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旧的用人机制、人才评价机制的藩篱在一次次的革新

中被逐渐拆除，人才的价值为市场所发现，人才的潜力为市场所解放。

大学生从过去的凤毛麟角成为现在的“寻常人家”。面对日益严峻的

就业形势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行动、主动出

击、开拓创新，采取了许多灵活的就业措施，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渠

道�完善了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水平。 

    二、调查目的 

    通过毕业生跟踪调查，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我院的毕业生就业

指导工作，推进我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以准确数据

反馈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态及对人才培养方式的评

价。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他们对学校教育教学环境、专业课程

设置和教育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式、管理模式及学习支持服

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用人单位对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

的思想品德、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等方面的总体评价和要



求以及对学校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三、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2016、2017、2018届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生 

    调查形式：抽样调查 

    主要调查方法：网络问卷法、访问法座谈法、电话访谈法。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 

    在对毕业生所在单位的调查中，共发出问卷近 3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210份，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整体印象较好，

对其敬业精神、诚实守信、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团队合作意识给予

了充分肯定。然而在评价中�认为其创新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外语

和计算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座谈会和非正式交谈的情况看，用



人单位普遍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组织纪律性较强，有较强的

责任心和上进心，能吃苦、爱劳动、肯学习。业务知识有所提高，对

职业的认识更加深入。有较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能熟练、实

际动手能力强。很多毕业生一专多能，手中持有多种技能证书或资格

证书。能快速适应多种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

工作中的创新能力在工作过程中随着学习过程增长�并在单位中发

挥骨干作用。但学生的创新精神、协调能力不高。希望加强对学生的

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等，

使毕业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能不断适应新环境和新形势的挑战。 

 

    （二）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工作的评价 

   在对毕业生的调查中，共发出问卷近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5

份，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项

目 

序

号 
调查内容 

评价等级 

A A% B B% C C% D D%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1 
专业对口

度 
98 41.7 

89 37.9 40 17 8 3.4 

2 薪酬情况 38 16.2 

92 39.1 85 36.2 20 8.5 

对 3 办学指导 100 42.6 92 39.1 43 18.3 0 0 



学

校

工

作

的

评

价 

思想 

4 
基本教学

设施 
51 21.7 

95 40.4 89 37.9 0 0 

5 师资情况 48 20.4 102 43.4 85 36.2 0 0 

6 课程开设 56 23.8 95 40.4 80 34 4 1.7 

7 
教学方法

及手法 
58 24.7 

112 47.7 62 26.4 3 1.3 

8 
教学实践

活动安排 
65 27.7 

105 44.7 60 25.5 5 2.1 

9 学习风气 72 30.6 99 42.1 59 25.1 5 2.1 

    从上述统计可看出，相当一部分接受调查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总

体教学工作水平为 B 级，即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81%以上的毕业

生认为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为优良，62%以上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师

资队伍状况、课程结构、教学方法及教学实践活动为优良，61%以上

的毕业生认为学校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教学设施为优良水平。

72%以上的毕业生认为学生的学习风气、学习秩序和自我管理较好。

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对能力的培养仍需加强。毕业

生们一再强调，大学教育不应只是教会学生某项技能，而应重在“树

人”。学校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要教给学生一

种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使学生掌握开启社会和知识大门的钥匙。 

    2、参与社会实践较少�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和能力的锻炼。部分



毕业生希望学校多组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

社会�了解社会，并在实践中学习工作经验，锻炼工作能力，得到全

面发展。 

    3、部分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尽相符。毕业生反映所学专业知

识与实际工作的联系程度一般，同时希望学校一定要保证突出专业实

践教学课程，突出实践训练环节。 

 

    五、调查总结 

    综合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反馈的问题和意见，为提高教学质量、加

快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加强工作。 

    1.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定位�必须要由社会市场需求来决定。学校

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和定位必须要与社会市场的需求接轨。以此来

制订教学计划，进行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制定培养模式。要突出学

生的专业技能训练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这样的培养模式才是真正

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才能受到社

会真正的欢迎。 

    2.加大对学生“三个能力”的培养力度,提高毕业生“就业力”。

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教学改革，减少学校的培养与用人单位用人机制之

间的差距，从各个环节加强对学生专业能力、适应能力和求职能力的

培养。专业能力是其未来工作不可替代的基础，适应环境和适应社会

的能力是年轻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素质，大学校园与社会毕竟有差距，



甘于从低做起，提取经验，关键依靠的就是适应能力。求职能力，包

括个人面试素养、前期准备工夫等。这三方面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靠学

校，而这三方面能力的高低就决定了毕业生“就业力”的高低。因此

学校应该加大教育教学制度的改革，积极开拓各种途径加大这三方面

能力的培养力度，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进而提高毕业生的就业

层次。 

    3.积极引入企业文化，开展毕业生职前教育与培训 。很多用人

单位感觉到大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应有的职前教育与培训，特别

是缺乏企业员工基础职业素质的培训，大学毕业生还处于一种半成品

状态，而企业需要的是“真正有效人才”。因此提高就业质量给毕业

生提供较高起点的就业前景，应该从一入学就进行系统教育。 

    4.建立科学的就业评估体系，客观地反映大学生就业状况。就业

率不能全面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建立科学的就业评估体系应提上

日程。把就业质量,甚至毕业生就业后的职业发展情况、用人单位满

意程度等纳入评价体系，才能更真实地反映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更真

实地反映学校的办学质量，从而也能更科学地引导学校以就业为导向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来调整学校的办学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