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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适应期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基于心理资本视角》内容包括: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理论
基础与概念界定、问卷设计与预测分析、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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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丽华，汉族，1973年2月出生，副教授，博士，现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
长。于2006年成为天津市131人才。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在教学方面，主要讲授微观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职业生涯设计等课程。在教学管理方面，组织进行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实验室建设等。在科研方面，主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项目1
项，题为“从金融危机看养老金投资风险防范与监管”；主持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项，题为“
天津市职业适应期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基于心理资本视角”；主持完成天津市人文社科基金
项Hi项，题为“我国农业投资效益研究”；参加并组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日1项；参加教育部人文
社会基金项目1项；参加完成省部级课题10余项、主持完成校级课题5项，其中校级教改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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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有助于多角度关注高校毕业生离职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影响离职的因素不仅有工作内满意
度、工作外满意度、工作嵌入，还应重点关注高校毕业生的心理状态，而该因素是影响高校毕业生离
职倾向因素中比较难把握的因素，从而提醒组纵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心理资本的关注程度。　　3．有
助于高校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与引导　　高校实施科学规范的心理素质教育，是使学生拥有健全
的人格、健康的情感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本研究为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
设置；提升教师心理素养与教育水平完善校园文化，优化校园心理环境；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引
导学生进行心理素质的自我培养等提供参考。　　4．有助于家庭对孩子积极心态的熏陶与培养　　
家庭足塑造孩子情感、意志、性格，形成健康心理观的重要场所，是塑造人格的基本环境。本研究为
家庭培养孩子积极心态提供有意的建议。如提供健全完整的家庭结构；背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树立科
学的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的综合素养等。　　5．有助于社会营造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环境　　多
方关注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营造和谐环境。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需要家庭、学校和用人单位的
共同参琚。作为孩子的第一位教师——父母，他们所营造的家庭氛围以及自身的素养会严重影响孩子
的心理成长，从小培养孩子自信、乐观的性格至关重要；学校大学阶段应让大学乍明白“你是谁”、
“你能干什么”，并培养承受挫折的心理准备；而用人单位在招聘、岗前培训以及管理体制中，应强
化责任、诚信。总之，苻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关注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足全社会的责任与义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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