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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十二五期间，学校贯彻"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优化结构、强化特色、

提升质量"的工作方针，牢牢抓住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战略主题，坚持内涵发展、创

新发展、特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把全面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作为实现

学校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学校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建立培养与就业有机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社会实践和创业教育平台，

不断提升就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为国家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具有良好的人文与

科学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国际视野、勇于实践的创新型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先后荣获“北京地区高校示范性就业中心”、“北京地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教育部 2010-2011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工作典

型高校”，师范生就业引导工作被选为“北京市高校就业特色项目”。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与特点分析 

（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2013年共有毕业生 5380人。本科毕业生 2132人，占毕业生总数 39.63%，分布

在 49个专业，其中非免费师范生占本科毕业人数的 63.37%，免费师范生占本科毕

业人数的 36.63%；硕士毕业生 2651人，占总毕业人数的 49.27%，分布在 184个专

业；博士毕业生 597 人，占总毕业人数的 11.10%，分布在 92个专业。 

2013 年，毕业生就业率再创新高。截至 2013年 10月底，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9.81%，其中非免费师范生就业率为 99.70%，免费师范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毕业

生就业率为 99.02%；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7.82%。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2013年毕业生就业率按学历分布情况 

学历 百分比 就业率 

本科 39.63% 99.81% 

硕士 49.27% 99.02% 

博士 11.10% 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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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毕业去向分析 

从毕业生毕业去向分析来看，学校 2013 年毕业生中，本科非免费师范生具体落

实的主要去向是国内升学、出国出境，深造率高达 57%以上（占非免费师范生总体

比例），具体情况见图 1，本科免费范生毕业去向全部为签协议。国内升学的本科

生就读的高校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重点大学或科研院所；出国（或出境）深造的毕业生

主要去向的国家或地区是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日本等地的知名大学。 

硕士毕业生排名前三位的去向分别是签协议、自由职业、单位合同与用人证

明，具体情况见图 2；博士毕业生排名前三位的去向分别是签协议、国内升学、单

位合同与用人证明，具体情况见图 3。 

 

图 1 本科非免费师范生毕业去向情况 

 

图 2 硕士生就业去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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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博士生就业去向情况 

（三）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分析 

按照国家政策，本科免费师范生毕业后须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服务，所以签约单

位性质全部为中等初等教育，占本科签协议就业毕业生总数的 76.79%。2013届本科

非免费师范生中，签约单位主要为教育系统及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具体情况见图 4。 

 

图 4 本科生签约单位性质分析 

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的性质排名前三位的是中等初等教育、国有企业、高等教

育与科研单位，具体情况见图 5。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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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硕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析 

博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的性质排名前三的是高等教育与科研单位、其他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见图 6。 

 

图 6 博士生签约单位性质分析 

三、毕业生就业能力评估调研 

为了解和评估学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自 2012年 11月至 2013年 11月，学校

对毕业生在用人单位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工作态度、责任意识、协作精神、敬业精

神、基础知识等各方面能力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工作以

后的各方面表现，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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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人单位的评估均值（采用 5点量表，按照 5非常好、4好、3一般、2差、

1非常差的评分方法计分）显示，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质

都给出了好或者非常好的评价，评价结果见图 7。 

 
图 7 用人单位对学校校友各方面能力的评价 

对于毕业生在同类员工中的表现，90.82%的用人单位表示，我校毕业生在该单

位同类员工中的表现属于非常高或者较高的水平，评价结果见图 8。 

 

图 8 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在单位同类员工中表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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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 年用人单位招聘情况分析 

（一）用人单位招聘岗位需求按学历分布情况 

2013 年学校专场招聘会提供的博士生岗位数 11742个，硕士生岗位数 11117

个，本科生岗位数 10356个，具体情况见图 9。 

 

图 9 用人单位招聘岗位需求按学历分布情况 

 

（二）用人单位按地区分布情况 

对 2013年来学校招聘的用人单位按地区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

区单位占比 51.75%，西部地区单位占比 25.52%，中部地区单位占比 22.73%，具体

情况见图 10。各省市自治区中，来自北京市的招聘单位数量最多，占比 25.52%。 

 
图 10 到校招聘用人单位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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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时间按月份分布情况 

在招聘时间的安排方面，2013年用人单位来学校开展招聘工作按月份分布情况

显示，用人单位招聘时间与学校的学期安排紧密相关，主要集中于春季和秋季两个

学期内。春季学期的 3、4、5月与秋季学期的 10、11、12月期间，来校招聘的用人

单位招聘数量之和占全年的 95%以上，其中秋季学期的 10、11、12月占 70%以上，

春季学期的 3、4、5月占 20%以上，具体情况见图 11。 

 

图 11 各月份用人单位数量分布情况 

五、加强就业工作的措施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教育领域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指标，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就业工作。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高度重视学生

就业工作，围绕“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两个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学

校就业质量、就业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结合的良性互

动机制 

1.坚持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创新本科生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以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公平规范、严格选拨优质生源为起点，

优化学科设置和专业结构，整合各方面优质资源，倾力培养素质优良、作风一流的

本科人才。学校创新本科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先后成立了励耘实验班、基础理科拔

尖学生培养实验班、人文学科拔尖学生实验班、动漫高端人才三校联合培养实验班

以及其他 8个学术型、国际化的实验班，全面实施导师指导下的“开放式、宽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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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基础、个性化”的拔尖学生培养模式。 

学校尤其注重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第一，搭建了学生海

外学习平台，与近 40所大学有交换生项目合作，共同建设国际课程；第二，对外交

流踊跃，百余名学生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赴海外学习；第

三，全力打造小学期国际项目，包括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科研训

练项目、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和阿卡迪亚大学小学期项目、SIE 华威国际教育集团暑

期学校课程、台湾大学文化之旅、IYLP国际青年领袖成长营、牛津领导力培训课程

等。 

学校认真落实国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成立教育学部和教师教育学院，深化

教师教育改革，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实施免费教育师范

生“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培养、思维

拓展训练、外语与国际交流能力；大力加强教育见习、实习基地和学科教学实验室

建设，已建立 89 个教育实习基地。同时，加强教师教育专业建设，在招收免费师范

生的 14 个专业中，有 13个专业成为教育部质量工程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校每年根据社会需求、就业情况和学科特点，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

每 4-6 年进行一次全面修订。通过学科专业的调整与重组，巩固基础学科、强化优

势学科、扶持新兴学科，有重点地发展应用性强的社会科学和高新技术学科专业。

同时，对一些不能很好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采取限制招生规模或合并、暂停招生，

直至撤销专业设置的措施，使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挂钩、良性互动。 

2.以提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导向，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近年，学校保持年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800人、博士生 700人、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 1000-1200 人、非全日制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000-1300

人（含免费师范生教育硕士）、本科生 2200 人，在校长期留学生 2000人左右的办学

规模。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完善课程体系、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大力推进国际化战

略，研究生培养取得显著成效。  

学校以“985 工程”专项建设为依托，投入经费 390 万，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博

士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和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基金。短访项目近三年共选

派了 37 名博士研究生到国外一流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师从著名学者开展 1-5个月的

短期访学。会议项目近三年共选派 426 名研究生参加在国外（境外）举行的高水平

国际学术会议。学校研究生与国际同行学者直接进行学术交流，扩大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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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大幅提高了学校拥有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研究生的比例，目前

15%以上学生有国际交流经历，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明显提高。 

在关注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的同时，学校兼顾研究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在 11个

学科领域，先后建设了 14门以培养职业核心技能为目的的实践技能课程，包括综合

技能课程和学科专业实践技能课程。实践技能课程的开设，有效提升了研究生面向

社会的就业能力，极大促进了学校研究生高质量就业。 

（二）启动“四轮驱动”工程，建设精细化就业服务体系 

2013 年学校启动了“四轮驱动”工程，即市场驱动、课程驱动、管理驱动和信

息驱动，切实保障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资源，广泛整合就业信息；划区域、分行业，结合校情大力

开拓就业市场，积极稳固东部市场、重点开拓西部市场、努力维护中部市场，重点

宣传基层和偏远地区，同时不断提高学校毕业生在教育市场的优势地位，增强其他

就业领域的竞争力。与 2012年同期相比，专场招聘会数量大幅上升，大型双选会参

会规模扩大近一倍。学校从专题讲座、院系必修课程、全校公选课程三个层次落实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推进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使之融入

到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努力做好大学生创业教育与服务。通过建章立制、

科学管理，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水平，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指导服务。启动信

息化建设工作，探索建立符合实际需求的就业管理与服务系统。充分发挥新媒介和

传统媒介作用，达到对毕业生立体化、全方位、多角度覆盖。 

（三）加强教育引导，积极搭建平台，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

程，现在已经开设多个学期的创业教育课程，包括《创业学》《创业学导论》和《创

业基础》等，强化学生创业能力提升和创业意识引导。以创业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

的主题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了解创业、熟悉创业以及尝试创业提供机会。 

学校实施 “校级、市级、国家级”三级科研训练计划，累计投入资金 800余万

元，共资助 300项国家级项目、120项北京市级项目和 1383项校级项目，至今共有

5000余名学生参与项目研究工作。 

学校积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加大对学科竞赛的支持力度，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的数量和获奖人数逐年递增，推动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类赛事“校级-市级-国家级”

三级接轨。近三年，先后斩获“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特等奖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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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1 项、二等奖 10 项和三等奖 11 项；“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

奖 4个、银奖 5个和铜奖 3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其中，教

育学部唐小小同学的《从涂鸦到写实：六省市 174 名先天视力残疾儿童人物画实验

研究及帮扶方案》，心理学院杨萌同学的《背景音乐对驾驶行为及眼动的影响——音

乐节奏、歌词语言熟悉程度及音乐情绪的影响》两件作品，在全国 1200 余件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别荣获教育类和社会类一等奖，《中国青年报》和《科学中国人》杂志

对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进行了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