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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积淀的

艺术类高等职业院校，《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 年）》

中确定广东文艺职业学院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九大工程之一。作为

全国文联系统唯一一所高职院校，学院是由广东省文联主办、经广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公办综合性艺术类高等职业院

校。学院前身是由叶剑英元帅 1950 年 3 月创办的“华南人民文学艺

术学院”，校名由毛泽东主席题写。1985 年，学院改称为“华南文艺

业余大学”，校长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杜埃兼任，

刘田夫、欧阳山任名誉校长。1995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学院更名

为“华南文艺成人学院”。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刘斯奋

兼任院长，著名文艺家林墉、郭绍纲、汤小铭、姚锡娟等任学院学术

委员。2004 年 4 月，学院由成人高校转制为全日制艺术类普通高职院

校，更名为“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学院秉承“砺志、创新、明德、尚美”的校训精神，坚持“推进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创新高技能文艺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广东文化艺

术职业教育集团带头作用，营造协同发展大平台合作，引领社会文化

艺术素质全面提升”的办学理念，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专业知识扎实，技术能力突出，综合素质优良，适应文化艺术行

业需求的复合型和创新型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在招生与教学方面实行普高与成高双轨，以高职高专教育为主、集成

人教育、中职教育和培训等多层次办学为一体。目前学院已形成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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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高等学历教育为主（在校生 4212 人），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和职

业培训、专业技术服务为辅的办学形式定位，形成多形式、开放式的

办学格局。适应区域发展对文化艺术人才的需求，不断调整专业结构，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

培养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为我省培养了一批适应文化艺术行业需求

的复合型和创新型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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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数据与统计分析 

本章从规模结构、初次就业率和就业流向等三个方面对 2016

届就业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1  规模结构 

1．1．1 毕业生人数 

    截止 2016年 9 月 1日，我院应届毕业生人数为 1341人，参

与派遣的毕业生人数为 1157人，已就业人数为 1019人。

 

1．1．2 生源地分布图 

生源地

   

从生源地分布图数据来看，我院 2016 届毕业生总共 1292人中，

珠三角毕业生占比最多，占总人数比例为 53%，其次是珠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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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占总人数比例为 25%，然后是广州市生源占总人数比例为

12%，最后是外省占总人数比例为 10%。 

1．2 初次就业率 

截止 2016年 9月 1日，我院 2016届本科毕业生已就业 1116 

人，目前初次就业率为 94.90%。比去年同期略有提升。 

                2016 届各院系和专业初次就业率一览图 

专业 系 学生总数 

暂缓就

业人数 

参加就业

人数 已就业人数 就业率 

文化市场经营与管理(会展艺术

与管理) 美术系 40 0 36 33 91.67% 

装饰艺术设计(工艺与绘画) 美术系 28 0 22 18 81.82% 

装饰艺术设计(计算机综合美术) 美术系 28 0 26 23 88.46% 

装饰艺术设计(装饰工艺) 美术系 32 0 30 28 93.33% 

表演艺术(礼仪文秘与流行音舞) 舞蹈系 36 0 35 9 25.71% 

舞蹈表演 舞蹈系 23 0 21 10 47.62% 

艺术设计(城市园林与景观设计) 艺术设计系 58 3 56 53 94.64%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系 222 1 178 175 98.31% 

艺术设计(软装设计) 艺术设计系 29 0 27 27 100% 

艺术设计(时尚品设计) 艺术设计系 25 0 24 24 100% 

艺术设计(数码摄影与影像后期

制作) 艺术设计系 17 0 16 15 93.75% 

艺术设计(形象与服饰展示设计) 艺术设计系 68 0 58 55 94.83% 

装潢艺术设计(包装设计) 艺术设计系 28 0 28 22 78.57% 

装潢艺术设计(视觉传媒设计) 艺术设计系 56 0 52 46 88.46% 

音乐表演 音乐系 118 4 109 98 89.91% 

音乐表演(动漫音乐剧) 音乐系 17 0 16 16 100% 

音乐表演(钢琴修造与调律) 音乐系 31 0 23 23 100%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 音乐系 72 0 57 56 98.25% 

音乐表演(音乐传播) 音乐系 143 3 130 125 96.15% 

编导(影视传媒与编导) 影视戏剧系 50 0 44 43 97.73% 

文化事业管理(传媒与管理) 影视戏剧系 50 0 47 36 76.6% 

艺术设计(动漫画设计与制作) 影视戏剧系 64 1 42 21 50% 

影视动画(动漫游戏设计) 影视戏剧系 39 3 22 8 36.36% 

主持与播音(演艺主持与表演) 影视戏剧系 64 0 58 55 94.83% 

专科生  1338 15 1157 1019 88.07% 

总计  1338 15 1157 1019 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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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就业流向 

1．3．1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学校毕业生签约单位以企业为主，占签约毕业生就业总数的

92.33%，其中私营与民营企业为大多数，其次是国家机关及事业

单位(3.7%)和升学深造(0.7%). 

1.3.2  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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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地域分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广州一线城市还是毕业生的首

选，其次是珠三角地区，最后是非珠三角地区和外省。 

1.3.3   2016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2016届科毕业生的行业流向排名前两位依次是：文化艺术业、

其他业，分别达到了已就业总人数的 40%和 32%。文化艺术业和

其他自由职业者等依然是毕业生就业的热门选择。 

1.3.4  省内生源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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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校毕业生 1341 人，其中广东省内生源近 90%的人数中

潮州、汕头、东莞、佛山人数占比最多。珠三角生源比例远远超

过非珠三角地区。 

第二章   五年情况发展与分析 

 2.1 就业率保持基本稳定 

 

学校近五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情况基本稳定，平均在 83%

以上。 

 2.2 供需比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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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近五年人均就业供需比是稳中有升，每年毕业生就

业供需比均在 1：1 以上，2016届毕业生人均供需比达到最高

（1：1.38）。    

 2.3 进校单位逐步攀升 

     

从近五年来校单位的数量进行统计来看，来校招聘单位数逐步攀

升，从 2011届的 1087家到 2016届的 1518家逐步攀升，说明艺

术类的毕业生在社会还是比较炙手可热的。 

 

第三章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2016 届就业工作的特色与举措 

3.1 实施工作室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就业层次和专业性 

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综合分析，今年学院把专业工作室作

为学院的重点项目投入，工作室的类型以学院主要系别为主，其

它系别为辅的形式组成，不仅搭建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新桥

梁，同时也确保学院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有了新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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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脚点。学院 18 个专业工作室启动后,毕业生的毕业创作、重

点专业课程教学等多项实训项目都有明显进步，学生不仅可以在

工作室直接参与真实项目，加强实践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与

企业的沟通交流，为毕业后的就业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目前，我院音乐系根据相关调查显示，针对数字音乐在珠三

角地区的大好发展态势，各媒体公司、传播公司、网络技术公司

的音乐营销人才紧缺现状，甚至三大通信营运公司也设置了音乐

营销职位，并大量招收音乐传播人才。为此，我院开设了音乐营

销工作室，让学生在校园学习的过程中已可模拟实际岗位工作，

并对接相关企业单位，在教、学过程中将毕业生“推销”出去。

艺术设计系作为开展工作室的另一大系别，吸取以往多次的合作

经验，今年又通过专业工作室与“明美服饰有限公司、广州市集

置建设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尚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等十多家行

业知名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校企合作项目。 

3.2 狠抓学生复合职业技能，提升毕业生就业服务质量 

当今社会的重大特征是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这

一特征决定毕业生都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既要拓展知识面又

要不断调整心态、变革自己的思维适应社会多层次的需求。为此，

学院开设了多门与专业相关或临近领域的复合职业技能课程，通

过开展相关专业技能竞赛强化毕业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与职业基本素质。并从多方面管理、提高毕业

生的“双证”，提倡毕业生具备多种职业资格证书，使毕业生普

遍具有“一专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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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就业宣传教育，提升就业指导有效性 

根据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我院不仅把就

业指导课列为公共必修课，并定期举办形式丰富的职业指导活

动，其中包括：专题讲座和培训、就业指导服务月、创业大赛、

模拟招聘会、简历制作大赛、就业知识技能大赛等，通过系列活

动对学生掌握实践技能、自身素质修养、就业形势与政策、求职

与面试技巧、个人形象与礼仪等内容，起到了良好地推进作用，

大部分毕业生能够合理制定求职期望和战略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做好实习前的技能储备和心理准备。 

本学期，由就业办牵头，各系配合，通过在全校各班开展以

“就业技能”为主题的班会，在全学院铺开就业知识的普及，同

时，要求各系辅导员、班主任老师及专业教师适当的参与其中，

藉此促进学生、教师全方位了解和掌握就业政策，树立“服从社

会需要、追求长远利益”的正确择业观，主动适应经济建设与社

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就业，树立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使教育者、

被教育者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学会在择业问题上衡量轻

重、理性就业。 

3.4 构建就业管理新模式，提升就业服务水平 

以前的就业跟踪管理主要由就业办工作人员少量抽样调查，

使得就业跟踪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从而出现了跟踪不到位、个别

学生离岗离职了却不能第一时间得到了解的情况。随着逐年毕业

生人数的增加，各系负责毕业生工作的辅导员配合就业办同时进

行多点监控，大大提高了调查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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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视顶岗实习，确保角色转换 

学生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有效推进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

重要形式，也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动员大会，

全院师生明确顶岗实习的目的、意义和任务，然后指导老师、班

主任和辅导员进行任务分解，各司其职，认真投入到实习工作中。

同时要求毕业生们高度重视顶岗实习，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脚踏

实地，吃苦耐劳，树立良好形象，为学院争光添彩，也为以后踏

入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3.6 举办毕业作品展暨招聘会，提升学生就业率 

 为了更好服务学生就业，我院每年举办毕业生作品展暨毕业

生招聘会。设计类作品展是我院全体毕业生才华的集中展示，毕

业生在毕业设计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组建自己的设计团

队，采取“公司化”的形式和制度，学生、老师和设计师通过相

互交流，共同协作，最后按照项目的要求完成设计作品。它不仅

为毕业生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同时也为招聘企业提供物色人才

的依据。通过这种形式，打造学生与企业沟通、交流的零距离平

台，从而服务学生、服务社会，创新学生就业指导模式，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此外，还定期跟进毕业生就业情况，做好统计和汇

报工作。及时掌握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引导未就业毕业生

主动到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求职登记，寻求多渠道的就业指导和帮

助。 

3.7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学生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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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在就业中面对陌生的社会，面对日渐严峻的就业形

势，难免出现诸多的心理问题，如理想与现实的差异造成的失落

感，渴望竞争与害怕失败的矛盾，从众心理太重，缺乏奋斗精神

等。在就业指导过程中，我院通过个别咨询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帮助毕业生进行自我调适，排除心理障碍，走出心理误区，

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第四章  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4.1 深入开展全员就业行动。调动包括党政干部、系部领导、

辅导员、广大教师、学生干部及其他一切可以依托的社会力量，

齐抓共管，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把毕业生教育作为就业工作的

重要环节，以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为核心，以落实毕业生就业过

程指导为抓手，综合建设就业工作的长效机制，全员就业行动的

实施将对就业工作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4.2 多方面开展就业指导与调研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就

业工作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校在坚持过去成功的做法的

基础上，重点加强对市场的调研、毕业生的职业指导与规划，提

高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在继续保持高就业率的前提下，增加就业

指导的广度和深度，更好的发挥我办的就业指导与服务职能； 

4.3 树立竞争意识，继续开辟新的就业基地。市场风云变幻

莫测，竞争日益激烈，我校须在紧抓长期合作单位的同时，积极

开拓，不断发展新的就业基地，开辟新的就业区域，扩大影响，

结交更多的用人单位和就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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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继续加强就业、创业指导，丰富就业指导形式。在学院

各系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就业指导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

仍需继续丰富就业指导形式，让就业、创业指导成为就业工作的

一面新旗帜； 

4.5 加强就业工作人员培训。各系部的就业工作人员几乎都

存在人员流动问题，新接手的工作人员对就业工作不了解，除了

学院内部工作人员自行进行交流和学习外，我院也定期输送工作

人员参加省教育厅安排的专业培训，以不断完善就业工作。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就业办 

                              2016 年 1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