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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生物类专业高质量就业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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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和用人环境需求下，生物类专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实现“双一

流”背景下高校对生物类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高质量地为社会输送生物类人才，本文对湖州师范学院

生物类专业在读本科生就业观以及他们对生物类专业的认同度等进行调查分析，以探索生物类专

业高质量就业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为相关专业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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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riven by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etal needs for 
employments, talents in biology majors have been growing rapidly. To foster high-calibre biology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world-class initiative”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opinion of biology undergraduates in Huzhou University on employment and their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of biology majo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pose a high-quality 
employments-driven talent training mode for undergraduates in biology majors, so a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in training modes of other relevant majors. 

Keywords: biology majors; employment status; high-quality employm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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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生物学又一次占

据了人们的视野。如果说 20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

纪，那么 21 世纪就是生物学的世纪。无论是从

生物学与人类的关系来说还是单从生物学的发

展来说，在 21 世纪生物学相较于其他学科都有

着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前景。2022 年 5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向社会发布《“十四五”生物

经济发展规划》，描绘了未来 5 年生物经济发展

的“路线图”，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生物经济成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的要求和到

2035 年“我国生物经济综合实力稳居国际前列”
的目标，这说明“生物时代”真真切切地即将到来。

《浙江省生物经济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指出，到 2022 年，生物经济规模以上企业研发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6.0%以上，力争全省

生物经济工业规模实现倍增，打造生物数字融

合示范省。生物学相关学科则是浙江省建成生

命健康科技创新高地和实现生物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科技支撑和重要保障。于是，许多高

校纷纷开设生物类专业和申请生物学博士学位

授权点，继生物工程专业开办 18 年后，湖州师

范学院于 2020 年新增生物科学专业，丰富了本

校师范专业和生物类相关专业。2021 年又新增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点，进一步完善了我

校生物类专业的培养体系。 
在我国实施教育改革的 20 多年里，随着大

学生入学人数逐年增加，同期毕业生的就业形

势变得越来越严峻[1]。生物类专业学生的就业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对毕业

生的专业技能要求比较高，例如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和高新生物公司技术岗都有着较高的门

槛；二是大多数毕业生嫌弃基层待遇低或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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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偏远地区。由此造成了生物类专业学生就

业“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提到，高等教育要适应当前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要优化

各种结构形成特色，增强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

能力[3]。笔者以湖州师范学院为例，针对目前

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调查分析生物类专业

的在校本科生对生物类专业的认知与看法，并

对他们当前就业观进行调查分析，然后结合目

前生物类专业的就业前景，探索出高质量就业

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 

1  从生物类专业大学生的现状谈高

质量就业 
此次问卷调查共调查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生物类专业在校大学生 256 人，其中男生

91 人 (35.5%)，女生 165 人 (64.5%)。大一学生

70 人 (27.3%)，大二学生 63 人 (24.6%)，大三

学生 65 人 (25.4%)，大四学生 58 人 (22.7%)。
由于师范类院校中男女比例失衡为常见现象，故

本次调查对象数量中也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 

1.1  选择生物类专业的动机与兴趣 
调查结果显示，34.8%的学生是因为兴趣

而选择的生物类专业，因为专业调剂、他人意

愿等一些非自愿主客观因素而选择生物类专业

的学生约占 26.2% (图 1A)。兴趣是学生学习的

主要动力，同时，兴趣还是教师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的有力抓手，没有兴趣就难以从“被动

学”转化成“主动学”。同样，因为对自己专业

没有兴趣，一部分本专业学生对生物类专业未

来仍处于迷茫状态，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

们对本专业的认同感和学习态度 (图 1A)。因

此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加强对生物类专业学生的

专业思想教育刻不容缓[4-5]。 

1.2  对生物类专业就业前景的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有 90.0%以上的同学对自

己的未来或多或少有过规划，然而只有 12.1%
的学生对生物类专业当前就业形势保持乐观态

度，多数学生认为生物类专业当前就业形势严

峻，市场需求量一般 (图 1B)。从目前对大学

毕业去向规划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最热门的 
两个选择是考研和作教师 (图 1C)，42.6%的学

生选择考研，30.9%的学生选择教书育人，这

也与调查中的一个专业 (生物科学) 是师范类

专业有较大的关系。排在后面的依次是生物公

司和考公务员，此外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自主

创业 (图 1C)。 
学生选择考研的目的大致上可分为 3 类：

一是为提高自身能力，希望自己在生物专业有

所深造、有所发展。“投入高、周期长、国际

化”是生物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三大特点，因

此考研成了生物类大学生人生长久规划的必经

之路[6]。二是为躲避本科毕业时的就业高峰，

即延迟进入社会，选择的方法就是通过读研来

推迟加入社会竞争的时间。大一、大二学生尚

且处于高中与大学的过渡阶段，虽对考研没有

详细的规划但已经有了通过考研延后进入社会

的想法。大三学生同时面临着升学、就业的双

重压力，可能会更加抗拒步入社会[7-8]。三是为

了在求职过程中略胜他人一筹，相比研究生期

间所能学到更加深入的知识与技能，同学们更

加注重于研究生的学历。如图 1D 所示，在

2018 年到 2022 年短短 5 年时间内，全国历年

考研人数从 238 万增长至 457 万，每年的增长

率都在 10.0%以上。造成“考研热”的原因与当

前的就业形势不无关系：由于新冠疫情的影

响，出国深造的途径被阻断；研究生数量只增

不减，研究生学历逐渐“不值钱”，在此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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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校生物类专业大学生基本情况及其就业规划   A：专业动机与兴趣；B：对就业形势的看

法；C：职业规划；D：近 5 年全国考研报考人数 
Figur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biology majors and their employment plans. (A) 
Professional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B) Perceptions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C) Career planning. (D)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or the national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past 5 years. 
 
本科学历就更加平平无奇了。考研成功意味着有

更高学历的同时增加了就业优势[9]。为求今后更

好地发展，在“考研热”的现象之下许多生物类

专业的学生也随着这股“热潮”迎难而上，选择

继续深造。 

1.3  在校生物类专业大学生对自身未来就

业情况的评估 
在对就业地域的期望调查中，学生的选择

趋向于城市化，选择人才较为匮乏的乡镇农村的

学生较少，主要原因是相较于农村城市的基础设

施更完善、生活条件更好、工作机遇更多，会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创业条件 (图 2A)。在

受调查的学生中，在未来就业地的选择上很大

一部分会受到“恋家情结” “回报家乡”等因素的

影响 (图 2A)。不过，作为生物类专业学生，特

别是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更应该走进乡镇农

村，发挥自己所学，贡献自己的力量到基础教育

中去[10]。在择业时生物类专业大学生优先考虑的

因素中排名前 3 位的依次是：工作环境、薪酬待

遇和工作稳定性 (图 2A)。总的来说，大学生会优

先考虑工作本身的质量与性质，其次是工作层次

上的个人情感，排在最后的是人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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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校生物类专业大学生择业时优先考虑因素和对就业信息关注度   A：择业时优先考虑因素；

B：初次就业可接受的月薪；C：对就业信息关注度 
Figure 2  The priority factors in choosing a career and the attention t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by college 
students in biology majors. (A) Priority factors in choosing a career. (B) Acceptable monthly salary for 
first-time employment. CNY: Chinese Yuan. (C) Attention t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在对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中，只有 4.3%
的大学生选择了 2 000‒3 000 元，较多的是   
3 000‒4 000元、4 000‒5 000元和5 000‒6 000 元，

分别占了调查人数的 25.4%、34.4%和 21.5%，  
6 000 元以上的同学占 14.4% (图 2B)，学生对薪

资的期望较为理性。网络数据显示，近几年全

国本科生的平均起薪在 5 000 元以上，虽然薪

酬待遇在学生择业考虑因素中排到了第二位，

但是从我们的调查中可看出多数生物类专业大

学生能够综合评估自身条件和当前人才市场行

情等客观条件，有一个合理的薪资要求，这不

但有利于学生形成较好的就业心态，也利于学

生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 

1.4  在校生物类专业大学生对就业信息、

职业规划的关注度 
调查显示，未临近毕业的学生的就业主动

性不强，不会主动地搜寻就业信息，且往往是

偶尔地被动接受，失去了提前准备的机会，学

生虽然对当前就业形势有所分析和了解，但是并

没有主动去关注就业信息的习惯 (图 2C)。做过

自我职业规划的学生只占了极少数，更多的是

只进行了浅显的考虑，没有具体规划，对未

来、对就业依旧迷茫。多数学生对本专业就业

前景还停留在固有观念中，并且深受“生化环

材，四大天坑”等网络语言的影响，对本专业

的就业前景、就业机会、就业条件等抱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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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态度”。一定的“消极态度”虽然会化为压力

成为前进的动力，但是此种“消极态度”不宜过

多，否则就会影响到学生的就业。 

2  目前生物类专业大学生就业现状

分析 
自 2019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劳动

市场就业形势就不容乐观，高校毕业生作为人

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上最具活力和

创造力的群体，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在这场

变故中受到了较大冲击[11]。当前，在社会中许

多行业都面临着就业压力较大的问题，在生物

类专业上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在处于“生
物热”的时代中，高校纷纷开设生物类专业，

每年毕业生达上万人，但由于现今我国的生物

类产业发展尚不成熟，造成了生物类专业大学

生暂时性过剩[12-13]。 

2.1  生物类专业就业竞争压力大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中国本

科生就业报告 (就业蓝皮书)》[14]，从 2010 年

到 2017 年，每年的就业“红牌”中都能看到生物

工程、生物科学或生物技术等生物类专业，

“红牌”专业是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

就业满意度等综合较低的专业。目前生物学正

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生物技术、生物信

息日新月异，这就要求专业人员有足够的关注

信息、收集信息的能力。生物学也是一个对研

究人员技术要求较高的学科，而这些技术要求

有过硬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需要一定量的

积累。因而相较于有更加丰富的科研经历和更

加坚实的知识基础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生物类

专业本科毕业生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15]。 

2.2  生物类专业就业时专业对口问题 
以目前的情形来说，生物类专业就业广度

并不高，学科就业的针对性也不强，专业对口

的就业岗位较少。生物科学专业为理学专业，

生物工程为工学专业，其培养的主要是学生的

科研技能、科研思维和科研素质。而其他与本

专业有一定关联的就业岗位如农学，招聘单位往

往会选择老牌专业，这些老牌专业学生的竞争无

形中又增加了就业的竞争压力[16]。 

2.3  生物类专业“待就业”问题 
当前生物类专业“待就业”问题突出，由于

受周围同学和部分家长的影响，他们执着于考

取公务员或者事业编，或者考研“二战”，直接

选择毕业当年“待就业”[7]。而考公、考编竞争

又比较激烈，往往还要求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所以成功率并不高[17]。毕业生就业时对自我和

社会需求认识不足，片面地追求社会地位和个

人发展空间，出现“精英情结”导致就业困难[6]。 

2.4  生物类专业就业岗位待遇问题 
当前生物产业反映出的一个普遍问题便是

后劲不足，企业的建设未跟上生物产业的发展

速度，这就造成了本科毕业生就业岗位和待遇

比其他专业低，包括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大

部分本科毕业生集中于单位规模小、工作环境

相对差的企业；且他们的专业与就业岗位的匹

配度不高，折射出当前本专业的高校人才培养

效果不佳以及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度不高

等问题[17]。这一切现状直接导致了大多数本专

业学生对当前就业前景持“消极态度”。对于生

物类专业来说就业地区性差异是必然存在的 
一个问题，因为前端科技的发展以经济实力和

实际需求为基础，而这两者在大中小城市中也

有明显的差别，大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产

生源源不断需求的同时也推动了生物产业的发

展，而中小城市中就没有那么明显的生物产业

发展的推动力[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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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质量就业驱动下的生物类人才

培养模式 
在生物专业就业现状这般严峻的情况下，

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高校为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较为直接的

途径便是“以社会所需，培养卓越人才”，建设

一个较为系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培养卓

越人才的目标，我们从课程和就业两方面形成

了生物类专业的专业建设思路 (图 3)。专业课

程建设从学生出发，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

以提高其学习动力，增加自主课堂比重以提高

学生参与度，从而实现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

就业着重于专业能力和就业准备方面，增加学

生的实践机会以及在课堂中增添前沿知识内

容，有助于专业技能的提升和专业知识的掌

握；与此同时，辅助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

和就业指导，最终实现高质量就业。 

3.1  加强学生专业认同感，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让学生更加了解当前生物学科的发展形

势，摆正自己的心态，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学生学习态度和对生物学的兴趣都会直接

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19]。因此，这就要求教

师应做到尽职尽责，带领学生走出对专业认识

的误区，指引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比如，教

师应设置相关课程以帮助学生做好自我定位，

明确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知道“我能做

什么” “我擅长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找到自

身兴趣所在、价值所在，这样能让学生客观

而系统地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增加对专业的

认同感。 

3.2  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引领学生前

进方向 
加强相关课程建设，将职业规划课程专业

化，也让学生意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实用 

 

 
 
图 3  生物类专业专业建设思路 
Figure 3  Ideas for developing the biology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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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成“人人关心就业、人人支持就业、人

人重视就业”的良好氛围。课程中，要让学生

了解目前的专业前景、就业情况，不仅要授之

以鱼还要授之以渔，教会他们如何查询就业信

息、有哪些渠道可以获得实时就业信息，明确

当前就业市场对本专业的人才要求，按照市场

要求去充实和完善自己。树立积极向上的就业

心态，合理定位职业方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和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分析，同时适当降低

期望值，杜绝眼高手低的现象。 
除了开设课程之外，对新生还可以开设学

长、学姐经验分享交流会，分享他们的职业规

划，帮助新生对自己的职业有个初步规划、大

致方向。在交流会上还可以解答新生对当前专

业的一些疑惑，以便于加深对生物专业概况的

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学生考研以更加深入

地获得专业知识，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提升

核心竞争力，增强就业竞争优势。 

3.3  增加专业实践机会，加强学生专业技能 
教学过程中要减少说教式教学，提高学生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要根据学生的多

样性和学习情况对课程进行动态调整[20]。生物

学是一门源于生活、贴近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

的一门自然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

科，生物学往往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大学本

科期间，应提倡学生多进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一

定的科研机会，架构起基本的科研框架，形成一

定的科研素养。在课余开展一些科学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拓展思维、提升自我[21]。再者，

对课程教学进行相应的改革，增加课程中实践

教学的比重，加强培养“应用型”人才，强调突

出与专业相关行业的对接，让学生接触到生产

实践，实行“产、学、研”共管[22-23]。 
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度，加快“研究型

教学”模式的实现，从单方向的理论知识传授

转变为双向的讨论式教学，给学生提供更多的

“问题探讨”的机会，实现问题探究、思维培

养、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 [24]。在学生实践

后，教师对其实践表现进行指导并让学生思

考，在讨论互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

质量与效果，建构专业知识体系框架，实现

“知识+思维方式+探索实践”，达成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25-26]。推进教学与科研相融合，在科

研中启迪学生思维，同时还可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 

3.4  扩增学科前沿知识，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过硬的专业知识是求职过程中的一个闪光

点，许多学生在接触生物类专业的学习之后会

产生专业知识较难理解、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的想法。因此，在课程教学中穿插引入当前

相关的前沿进展、社会热点，有效提高学生兴

趣度[27]。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对该领域的前沿

知识有所了解，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接触面。

一个入门级的“选手”必须跟上当前科技快速发

展的步伐，才能追逐更高的目标[28]。在这个生

物技术大爆炸的时代，了解、掌握领域的前沿

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不

会被淘汰。 

3.5  提高自主课堂比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要侧重于将多种形式

的主动学习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教法”带入到

传统的“填鸭”式生物类课程中。“填鸭”式教学

往往侧重的是教学结果、教学内容而非教学过

程，这样做往往无法向学生传达科研探究的思

路、过程，因此也会降低学习效果[29]。翻转课

堂是实现自主课堂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手段，所

谓翻转课堂即教师与学生决定权的翻转，由以

教师为主的讲座课堂变为以学生活动为中心的

自主课堂[30]。研究表明，翻转课堂教学与传统

教学课堂相比，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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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31]，这种通过“翻转”促
进的主动学习是提高学生在生物课堂学习效率

的最直接方法 [32]。翻转课堂中，学生在课前

通过视频文字等自主学习和了解与课程的相

关内容，对课堂知识有初步理解和记忆，课

堂中在教师引导下对相关知识进行深入学习和

记忆[33-34]。所以，翻转课堂更有利于独立创新

型人才的培养。 

4  结语 
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判断一所高校某个

专业的优劣最直接的指标便是该专业的就业率

和毕业生就业情况，因此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

已经成为了高校实施教育的首要目标。虽说高

等教育培养的目的是为社会输送人才，但我们

也不能只看重就业率和考研率等，培养高质量

人才才是高校培养的首要任务，要培养掌握一

定专业技术、有实践操作能力和较高职业素养

的人才。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需要学生自

身的努力学习、奋力拼搏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质，更需要学校一流的学科建设、完善的职业

规划和不断的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

和操作技能，增强学生社会实践和创新能力，

并对即将毕业的同学进行严格把控，使同学们

产学结合，理论与实践皆达到一定的水准。因

此，希望通过这些教学改革和探索使生物类专

业的学生实践技能得到提升，就业困境能够改

善，使学生能够满足社会和产业对人才的要求。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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