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9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 

Education research 

音乐与舞蹈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的现状研究—以岭南师 
范学院为例 
 
赵楠  柳絮 
岭南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 
DOI:10.32629/er.v2i11.2157 
 
[摘  要] 当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的资助力度越来越大,但对于艺术生来说校内资助远远不够,课外兼职是学生获取经济来源首选。以岭南师

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生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其课外兼职活动的现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这类家庭经济困难生兼职行为的因素,最

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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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舞蹈学院的学生,由于学习条件等原因,多数生源家庭条件和

生活地区还不错。因此,音乐与舞蹈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生人数相比其他

学院的学生人数要少。但由于艺术类学费昂贵,师范院校也不乏在校生中

家庭经济困难需要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为家庭减轻负担。由于音乐专业特

殊性,在高校所有专业中相对来说可选择的兼职范围比较广
[1]
。高收入兼职

为许多学生解决了高昂学费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提高了就业竞争力
[2]
。就

岭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

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等了解学生课外兼职的现状,通过分析这部分

学生的兼职类型与求职途径、兼职时间与收益情况、兼职原因与收获,以

期能够更为有效帮助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
[3]
。本次调查抽取220人,

其中200人有过兼职经历,占总人数的91%。 

1 研究结果与分析 

1.1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现状 

1.1.1兼职类型与求职途径 

由调查结果可发现,220名有过兼职经历的音乐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

他们的兼职工作类型较为多样。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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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兼职类型 

音乐与舞蹈学院学生专业课程包括音乐学、音乐表演、钢琴、乐器、

舞蹈表演、合唱指挥等,因此学生从事过的兼职包含家教、培训机构的教

师、商业演出等16种职位。说明音乐类专业的学生求职并不局限于自己的

专业领域,愿意接受不同领域的挑战。 

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途径如图2所示。

在上述4种兼职途径中,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参与的

课外兼职主要是通过同学/老师介绍,比例高达59%,这与其他专业学生课

外兼职途径有很大的差异；其次,网络平台招聘占23%,位居第2位；而学校

提供和其他共占10%。究其原因,主要是校内提供勤工岗位的工作收入比较

低,每个月只有560元,学生普遍缺乏参与热情,与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生追求高收入、高经济效益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4]
。 

学生求职的渠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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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求职渠道 

1.1.2兼职的时间和收益 

通过图3可以发现,音乐类学生兼职时间大多集中在晚上、周末和寒暑

假,这也是由市场需求所导致。周内晚上平均兼职在2小时,周末平均兼职

在4小时,寒暑假则达到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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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兼职时间 

表1  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收入统计表 

每月 兼 职 收入 /元 男 生 (N=100) 女 生(N=100) 总计(N=200)

人次 % 人次 % 人次 %

0-200 10 10 13 13 23 11.5

200-400 15 15 10 10 25 12.5

400-600 21 21 30 30 51 25.5

600-800 20 20 17 17 37 18.5

800-1000 26 26 20 20 46 23

1000- 8 8 10 10 18 9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19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 

Education research 

通过表1研究发现,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

职的平均月收入比较高,主要是他们课外兼职的机会比较多,主要集中在

各类培训机构和各类活动中。课外兼职月均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总人数

的50.5%,其中兼职月均收入600元以下的占了49.5%。这对学生来说还是很

可观的收入,能很好地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
[5]
。兼职收入的高低,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影响学生课外兼职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6]
。 

1.2兼职的原因与收获 

兼职原因,如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加剧了兼职现象的发展。音乐类专

业家庭经济困难生兼职的原因见表2。根据表2统计：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

家庭经济困难生的课外兼职原因中,44%的学生是为了赚取一定的生活费,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30.5%的学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音乐类专业技能；还

有18%的学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生活阅历,为自身的社会职业发展做

好准备；而只有7.5%的学生因为其他各方面的因素而参与课外兼职活动,

主要是为了打发课外时间、交朋友等不以资金收入为目的的兼职行为。 

表2  音乐类专业贫困生课外兼职原因统计表 

兼 职 动 机 男生(N=100) 女 生 (N=100) 总计(N=200)

人次 % 人次 % 人次 %

1.赚生活费、减轻家庭负担 43 43 45 45 88 44

2.锻炼音乐类专业技能 25 25 36 36 61 30.5

3.提高社会生活阅历 20 20 16 16 36 18

4.打发课外生活时间 5 5 2 2 7 3.5

5.交朋友 5 5 0 0 5 2.5

6.其他 2 2 1 1 3 1.5  

2 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2.1通过问卷数据的统计,发现影响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

济困难生课外兼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1)兼职时间普遍不

稳定。湛江地区对于音乐类专业学生的课外兼职需要主要是各类培训机构,

而且只在培训高峰期招聘大量兼职。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

的时间没有持续性,月均收入不稳定。(2)兼职与学业的冲突。大学生课外

兼职主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而对于音乐类专业学生课下练习也是非常重

要的。没有合理规划,盲目做兼职必定会对学业产生影响。在2018-2019

学年,本院贫困生挂科率达20%。(3)兼职过程中遇到路途遥远与权益侵害。

有的兼职路途偏远,学生在路上搭车耗费时间,个别老板也会安排一些不

合理时间,给学生带来不便甚至存在危险。7%学生在问卷中回答到,有时会

碰上老板拖欠工资等不良现象,且在面对此现象时维权意识不强。(4)湛江

市区兼职岗位容量少。湛江是一个欠发达的中等城市,处于广东省粤西地

区,与珠三角城市相比,市场就业岗位容量不大,市区内能提供给大学生的

课外兼职活动岗位也比较少。 

总得来说,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所处地理位置上.当地经济不发达,音乐类专业学生课外兼职

的岗位相对较少；同时音乐类专业学生在各类兼职中不占有优势,只能从

事与音乐类相关的工作,这给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的课外兼职造成

了一定的困难。 

2.2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1)

个人原因。学生的自我规划不够科学。没有对兼职路途和个人时间做出清

晰规划。(2)学校原因。就大学生从事校外兼职问题,学校应当规范化。加

强与社会企业合作,在校园内定期发布校外外兼职信息。(3)企业原因。为

本地高校大学生尽可能多提供兼职就业信息,尤其是对家庭经济困难生,

实现校企合作。(4)社会原因。加大对学生兼职的扶持机构建设,加强对学

生权益保障的监管。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课外兼职,特别是家庭困难学生,假期生活都

与课外兼职紧密联系
[7]
。通过课余时间做兼职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同时提

高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面对越累越严峻的就业形势,社会兼职也成为了

家庭经济困难生提高自己就业核心竞争力的举措
[8]
。尤其对师范院校学生

来说,提高教学能力是他们必备的专业技能,也是学院的培养方向。在实践

中获得认同感,获得成就感,对提升学生的自信心有积极影响
[9]
。 

研究结果表明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主

要原因是解决大学期间学习和生活费用,减轻家庭负担,其次是提升专业

技能；相对其他专业,音乐类学生可选择兼职范围广,适应能力强,除了专

业相关兼职,商演、礼仪也是他们的选择范围；但与此同时影响岭南师范

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学校地理位

置经济欠发达,普遍对音乐类活动的追求档次低,对音乐类专业人才需求

量不大；二是校内各类音乐类活动开展所需的工作人员没有报酬,这些因

素均制约着岭南师范学院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的收入。 

3.2建议 

(1)学校应当把校内各类音乐类活动的组织开展纳入到大学生课外兼

职活动中,按相应标准给予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工作人员一定的经

济补助。(2)学校将承办的社会各项音乐类活动市场化,支持音乐类专业家

庭经济困难生参加各类工作,并给予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合理报酬。(3)若有

条件,校园内还可以增设一些专门的学习平台或者组织,甚至与某些机构

合作,为兼职的学生提供系统的培训。提供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参

加社会性工作的机会,以扶持音乐类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生课外兼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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