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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是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四川、云南、

贵州、甘肃、陕西、广西、青海、内蒙古八个省（区）招生，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3年。系

四川首批省级文明校园，正在创建本科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学院占地 3180亩，包括成都和遂宁两个校区。成都校区位于“全国最具诗意小城”大邑县，

环抱在西岭雪山、花水湾温泉、安仁古镇、都江堰、青城山等 11个 4A级以上景区，占地 1050

亩，距成都市区 15分钟高铁车程；遂宁校区位于联合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大英县，毗邻北

纬 30°世纪奇迹中国死海、丝路奇幻城、浪漫地中海新泰坦尼克号、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卓筒

井等景区，距成都市区 34分钟高铁车程，处于重庆市 1小时经济圈，占地 2130亩，2021年 8

月起陆续投入使用。

学院建筑面积 138万平方米，具有浓郁的欧式风格，传承公元前 10世纪意大利半岛城市文

明、凸显文艺复兴时期高雅艺术，被电视连续剧《刘伯承元帅》《解密》等剧组遴选为外景地。

校园环境独具魅力，逸景怡心宜学，自然景观园林布局，山水相依、绿树掩映、鸟语花香；人

文景观轻奢浪漫，包括金色飞马、莲花喷池，罗马玉柱、异域浮雕等。

学院办学实力雄厚。2008年以来已投入资金 58亿元，还将增加 45亿元持续改善办学条件。

建立了 418个技能实训基地，档次高、设备齐，涵盖每一个专业。校内有学前教育、护理、财

会、计算机、汽车、建筑等 32个实训基地，设施设备 1.9万台（套），总值 9亿元；校外，与北

上广深及成渝等地的多家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形成了 386个稳定的实训（实习）基地。

学院师资队伍优良。现有教师 1680人，以院士、博士、硕士为主体，以专家型、学术型、

双师型为特色。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5%，硕士及以上学位占 71%，双

师型教师占 66%。还将通过“内培外引”“内培外训”“合作共建”等方式，引进专家学者、能

工巧匠担任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教师根据行业用人需求，已主编、参编教材

20余部，并在国家、省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连年取得优异成绩。

学院培养模式先进。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行“三分学时”“两化一制”“1+X证

书”：三分学时即 1/3时间学习文化课和理论课，1/3时间技能实训，1/3时间工学结合、带薪实

习（期间与合作单位员工同岗同酬）；两化一制即招生就业一体化、校企育人一体化、双导师制；

1+X证书即毕业学生除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毕业证书外，还可获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权威机构颁发的技能等级、职业资格等证书，全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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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术氛围浓郁。已承担 52项国家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省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科研课题，其中省重点课题 6项,科技成果转化重大培育项目 1项。在《教

育理论与实践》等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369篇。其中 11篇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

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技核心期刊”（CSTPCD）、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CSCD）、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等权威核心期刊或数据库收录。

学院立足市场办学。以“大爱无疆，有教无类，服务学生，为千家万户寻常人家的孩子提

供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成长成才的机会”为宗旨，以依法治校、规范办学为主线，以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为引领，提升学生就业品质，拓宽深造留学通道。

报告说明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学校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各个环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全面反

映 2021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校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2013〕25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制和发布《四川文

轩职业学院 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以期进一步推动就业和招生、人才培养的联动，

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助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报告中的数据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三方专业机构调研数据

毕业生调研数据：调查面向全校 2021届毕业生，共回收有效问卷

1149份，回收问卷数量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0.9%，主要涵盖就业

特点、就业相关分析、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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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反映了毕业生毕业后的基本去向。本章主要从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

实率及去向、职业和行业流向、毕业生升学和自主创业情况来展现本校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 总毕业生人数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2021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2810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从性别结构来看，女生占比（55.0%）高于男生（45.0%）。

图 1-1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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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本校 2021届毕业生以四川（94.9%）生源为主。

图 1-1 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表 1-1 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生源地 人数（人） 比例（%）

四川省 2668 94.9

贵州省 75 2.7

甘肃省 57 2.0

重庆市 5 0.2

云南省 2 0.1

广西省 1 <0.1

河南省 1 <0.1

陕西省 1 <0.1

注：图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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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人数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分布在 3个学院，其中规模较大的学院是教育学院（1090人）。

图 1-1 各学院的毕业生人数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分布在 20个专业，其中规模较大的专业是学前教育（1090人）。

表 1-2 各专业的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比例（%）

学前教育 1090 38.8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9 11.7

会计 278 9.9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07 7.4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203 7.2

建筑设计 126 4.5

电子商务 72 2.6

建筑工程技术 68 2.4

工商企业管理 53 1.9

动漫制作技术 51 1.8

物联网应用技术 44 1.6

市场营销 43 1.5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41 1.5

出版与电脑编辑技术 37 1.3

金融管理 36 1.3

工业机器人技术 34 1.2

数控技术 32 1.1

物流信息技术 29 1.0

老年服务与管理 26 0.9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 1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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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去向

毕业去向落实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

实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去向落实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毕业生总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暂时不就业毕业生人数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

（一）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校 2021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16%，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全部落实去向。

图 1-1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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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校 2021届毕业生中，男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1.88%，女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6.44%。

图 1-1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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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学院及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校 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的学院是教育学院（96.51%）；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较低的学院是管理工程学院（92.73%）。

图 1-1 各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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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的专业是建筑设计（96.55%）；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相对较低的专业是会计（81%）。

图 1-2 各专业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10

（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21届毕业生以就业为主，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69.46%）。

图 1-1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2. 各学院及专业的毕业去向

本校 2021届各学院毕业生去向均以受雇全职工作为主，占比均在六成以上。其中，教育学

院毕业生受雇全职工作比例（72.86%）较高。

表 1-3 各学院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学院名称
就业 升学 未就业

受雇 受雇 自主 自由 毕业 正在 准备 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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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就业 升学 未就业

全职

工作

半职

工作
创业 职业

后入

伍

读本

科
升学

作，其

他

本校平均 69.46 2.2 4.1 3.3 0.5 14.6 1.4 7.4

教育学院 72.86 2.9 4.0 2.5 0.2 14.5 1.7 5.0

机电工程学院 70.26 1.2 4.3 3.7 0.9 15.7 1.2 6.8

管理工程学院 62.86 2.0 4.0 4.3 0.7 13.6 1.0 12.3

注：图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三） 未就业情况分析

本校 2021届未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98.6%的人收到过录用通知，但大都因就业地域、期望

待遇、发展空间不够等原因等暂不就业而准备升学、参加公招考试等。

图 1-1 收到录用通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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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流向

（一） 职业流向

1.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类为幼儿与学前教育（28.1%）。

图 1-1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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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本校毕业生的职业流向和各学院、各专业培养情况基本吻合。例如，机电工程学院毕业生

的主要职业为车身修理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主要职业为幼儿教师。

表 1-4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管理工程学院 会计；文员

机电工程学院 车身修理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

教育学院
幼儿教师；学前教育、幼儿园和小学等特殊教育

教师；学前班教师（特殊教育除外）

表 1-5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合并数据）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管理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专员

管理工程学院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高铁或地铁乘务员；房地产经纪人

管理工程学院 会计 会计

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室内设计师；电子商务专员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施工工程技术人员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 建筑技术人员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车身修理技术人员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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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流向

1.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行业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类为教育业（34.1%）。

图 1-1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2. 各学院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本校毕业生的行业流向和各学院、各专业培养情况基本吻合。例如，教育学院毕业生主要

在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教育机构就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毕业生主要在汽车

保养与维修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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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管理工程学院
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

索引擎业

机电工程学院
住宅建筑施工业；室内设计师；汽车保养与维修

业；汽车制造业；企业技术员

教育学院 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教育机构

表 1-7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管理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管理工程学院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高铁或地铁乘务员

管理工程学院 会计 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

机电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住宅建筑施工业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 住宅建筑施工业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汽车保养与维修业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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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地区流向

本校 2021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81.4%的人在四川就业。本校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了较多的人才力量。

图 1-1 毕业生在四川就业的比例

本校 2021届有 93.0%的毕业生在长江经济带就业；有 89.9%的毕业生在西部地区就业；有

64.6%的毕业生在新一线城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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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常见区域划分比例

表 1-8 常见区域划分比例

区域名称 本校 2021届（%）

长江经济带 93.0

西部地区 89.9

新一线城市 64.6

一带一路 13.0

长三角地区 4.2

珠三角地区 2.9

粤港澳大湾区 2.9

从就业的城市来看，本校 2021届毕业生主要在成都（57.1%）就业。

表 1-9 主要就业城市分布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成都 57.1

重庆 4.6

广安 2.9

南充 2.2

巴中 2.0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18

四 毕业生升学情况

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21届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为 14.6%。

图 1-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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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升学比例

本校 2021届各学院毕业生升学比例均在 13%以上。其中，机电工程学院毕业生升学比例

（15.7%）较高。

图 1-1 各学院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升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工商企业管理（23.8%）；毕业生升学比例较低

的专业是电子商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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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各专业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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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生创业情况

1.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本校 2021届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4.1%。

图 1-1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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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生创业的主要原因

本校自主创业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创业者（33%），

其次为有好的创业项目（27%）和未来收入好（24%）等。这些毕业生创业的形式主要是创立

公司。

图 1-1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原因分布（合并数据）

3. 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类

本校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主要集中在教育业（21.8%）。

表 1-10 毕业生实际创业的行业类（合并数据）

行业类名称 就业于该行业类的比例（%）

教育业 21.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7.9

食品、烟草、加工业 6.9

金融业 5.9

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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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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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就业创业工作评价反映学校就创业工作的落实效果，高质量的就创业工作能促进毕业生毕

业后的就业落实。本章主要从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情况、创新创业教育情况的反馈来展现本

校就业创业工作落实情况和落实效果。

一 求职过程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平均收到面试机会 7.5次，收到录用通知数平均 5.3份，平均求职时间

为 1.9个月，求职所花费用为 436元。

图 2-1 毕业生的求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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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服务工作情况

1. 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总体满意度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 93%。

图 2-1 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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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本校 2021届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均在九成及以上。其中，就业服务

工作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学院为教育学院（96%）。

图 2-1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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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实工作的信息渠道

本校 2021届毕业生通过实习/顶岗实习和专业求职网站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比例（分别为

32%、21%）相对较高。

图 2-1 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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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培养毕业生的创新意识，同时营造学校创新氛围。本校 2021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新创业课程（72%），其后依次是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29%）和创新创业竞赛/训练（27%）。与此同时，本校开展的各类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均

在八成及以上，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整体较好。

图 2-1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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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分析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是对其就业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其中，月收入是毕业生市场竞争

力的客观反映；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反映毕业生的对口就业情况；就业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

是学生对就业情况的自我评价指标；离职率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情况；职业发展和职位变化

可以体现毕业生的职场成长发展。本章主要从月收入、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职业

期待吻合度、就业稳定性、职业发展和职位变化来展现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一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指毕业生中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的比例，是反映就业

质量与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校 2021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86.1%，

有近九成的毕业生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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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2. 各学院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学院是教育学院（93%）；毕业生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较低的学院是管理工程学院（75.3%）。

图 3-1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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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1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为学前教育（93%）；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较低的专业为会计（78%）。

图 3-2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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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为 96.21%。

图 3-1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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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就业满意度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机电工程学院（98%）；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

低的学院是教育学院（95.15%）。具体来看，教育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主要因幼儿教师行业收入

低而对就业现状不是非常满意。

图 3-1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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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对教育教学

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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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学生对母校的评价、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反映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现状以及学生对学校的认可

程度。本章从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推荐度、满意度、对教学满意度以及学校培养的通用能力情

况来展现学生对学校培养的反馈情况。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 校友综合评价

1.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3%，大部分毕业生对母校表示认可。

图 4-1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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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21届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均在九成以上。其中，教育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

意度（99%）最高。

图 4-1 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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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学前教育（99%）、会计（98.5%）。

图 4-2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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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教学评价

1. 教学满意度

1) 总体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6%。毕业生对母校教学工作的评价较高体现

出本校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较好，并得到了大部分毕业生的认可。

图 4-1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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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21届各学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均在九成以上。其中，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最高的

学院为教育学院（98%）。

图 4-1 各学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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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1届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学前教育（98%）；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较

低的专业是建筑设计（70%）。

图 4-2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41

2. 教师指导满足度评价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教师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的满足度分别为 95%、91%、

93%。

图 4-1 教师指导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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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设施满足度评价

本校 2021届毕业生对“图书馆与图书资料”的满足度评价（97%）较高，对“艺术场馆”

的满足度评价（85%）相对较低。本校将结合数据反馈，为学生提供更完善的教学设施，以更

好地满足学生实际需要。

图 4-1 教学设施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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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习实践活动

1. 师范类毕业生对实习实践活动满足度

本校 2021届师范类毕业生对教育实习、教育见习、教育研习的满足度分别为 91%、85%、

85%。

图 4-1 师范类专业各项实习实践活动满足度

2.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对实习实践内容满足度

本校 2021届师范类毕业生对师德体验、保教实践的满足度评价（分别为 98%、94%）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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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对实习实践内容满足度

（四） 能力培养评价

1. 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

本校 2021届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的各项毕业要求达成度均在 95%以上。其中，毕业生在师

德规范方面的达成度（98%）较高。

图 4-1 师范类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



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45

2.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对教师素质能力的评价

本校 2021届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对本校教师素质能力各方面的认可程度均在九成及以上。

图 4-1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对教师素质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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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立德、务实、勤学、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