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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第一部分 毕业生规模、结构

一、专业分布情况

2015 届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共有 3159 人，其中本科

毕业生 3049 人，专科毕业生 93 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17 人。分布

在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8个

学科门类，本科 35 个专业，专科 3个专业，硕士研究生 7个专业。

本专科师范类专业 18 个，毕业生 1879 人，本专科非师范类专业 20

个，毕业生 1263 人。

表 1-1 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

学科 专业 人数 占本科毕业生人数比例（%）

法学

法学 55 1.80

政治学与行政学 58 1.90

社会工作 54 1.77

思想政治教育 60 1.97

小计 227 7.45

教育学

学前教育 85 2.79

小学教育 167 5.48

体育教育 130 4.26

社会体育 39 1.28

小计 421 13.81

文学

汉语言文学 150 4.92

英语 384 12.59

新闻学 114 3.74

小计 648 21.25

历史学
历史学 57 1.87

小计 57 1.87

理学

教育技术学 50 1.64

数学与应用数学 111 3.64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 1.80

物理学 112 3.67

应用物理学 57 1.87

化学 64 2.10

地理科学 53 1.74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26 4.13

地理信息系统 54 1.77

生物科学 118 3.87

生物技术 61 2.00

应用心理学 54 1.77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0 2.30

小计 985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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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专业 人数 占本科毕业生人数比例（%）

工学

应用化学 129 4.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1.51

小计 175 5.74

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69 2.26

公共事业管理 54 1.77

图书馆学 35 1.15

小计 158 5.18

艺术学

音乐表演 12 0.39

音乐学 106 3.48

舞蹈学 32 1.05

美术学 86 2.82

艺术设计 142 4.66

小计 378 12.40

合计 3049 100

表 1-2 专科毕业生专业分布

表 1-3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专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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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本专科师范类毕业生专业分布

专业 人数 占师范类本专科专业毕业生人数比例（%）

思想政治教育 60 3.19
学前教育 85 4.52
小学教育 167 8.89
体育教育 130 6.92
汉语言文学 150 7.98
英语 384 20.44
历史学 57 3.03
教育技术学 50 2.66

数学与应用数学 111 5.91
物理学 112 5.96
化学 64 3.41
地理科学 53 2.82
生物科学 118 6.28
应用心理学 54 2.87
音乐学 106 5.64
美术学 86 4.58

语文教育（专科） 55 2.93
音乐教育（专科） 37 1.97

合计 1879 100.00

表 1-5 本专科非师范类毕业生专业分布

专业 人数 占非师范类本专科专业毕业生人数比例（%）

法学 55 4.35
政治学与行政学 58 4.59
社会工作 54 4.28
社会体育 39 3.09
新闻学 114 9.03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 4.35
应用物理学 57 4.51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26 9.98
地理信息系统 54 4.28
生物技术 61 4.83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0 5.54
应用化学 129 10.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3.64
人力资源管理 69 5.46
公共事业管理 54 4.28
图书馆学 35 2.77
音乐表演 12 0.95
舞蹈学 32 2.53
艺术设计 142 11.24

艺术设计（专科） 1 0.08
小计 12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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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源地分布

2015 届本专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布在全国 20个省（区、市）。

表 1-6 毕业生生源分布

生源地 人数 占毕业生人数比例（%）

内蒙古 2901（本科 2802、专科 93、研究生 6） 91.83
河北 42（研究生 1） 1.33
山西 21（研究生 3） 0.66
辽宁 15（研究生 2） 0.47
吉林 17（研究生 1） 0.54
黑龙江 9 0.28
浙江 8 0.25
山东 33（研究生 1） 1.04
江西 44 1.39
安徽 7 0.22
河南 10 0.32
湖南 5 0.16
湖北 8 0.25
广西 5 0.16
四川 8 0.25
云南 9 0.28
贵州 7 0.22
陕西 9 0.28
重庆 1 0.03
合计 3159 100.00

未标注本科、专科、研究生人数的省份均为本科生人数。

三、少数民族毕业生分布

2015 届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中，共有 14个民族，其

中少数民族13个，少数民族毕业生523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6.56%。

表 1-7 毕业生少数民族分布

民族 人数 占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比例（%）

蒙古族 413（本科 403、专科 10） 78.97
满族 65（本科 59、专科 5、研究生 1） 12.43
回族 26（本科 25、专科 1、） 4.97

鄂伦春族 1 0.19
达斡尔族 8 1.53
壮族 1 0.19
彝族 1 0.19
布依族 1 0.19
穿青人 1 0.19
苗族 2 0.38
土家族 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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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人数 占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比例（%）

瑶族 1 0.19
侗族 1 0.19
合计 523 100.00

未标注本科、专科、研究生人数的民族均为本科生人数。

四、性别比例

2015 届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中，共有男生 890 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28.17%，女生 2269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71.83%，

性别比为 1:2.55。
表 1-8 毕业生男女人数

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流向

一、就业率统计

2015 年 9 月 1 日统计，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为 87.80%，截止 9月 30 日统计就业率为 88.60%。

表 2-1 各学院各专业就业率统计

学院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政治与法律学院

法学 55 46 83.64

政治学与行政学 58 56 96.55

社会工作 54 49 90.74

思想政治教育 60 53 88.33

合计 227 204 89.87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57 49 85.96

图书馆学 35 32 91.43

合计 92 81 88.04



6

学院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130 125 96.15

社会体育 39 34 87.18

合计 169 159 94.08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0 138 92.00

新闻学 114 102 89.47

语文教育 55 53 96.36

合计 319 293 91.85

外国语学院
英语 384 371 96.61

合计 384 371 96.61

教育科学学院

学前教育 85 81 95.29

小学教育 167 160 95.81

应用心理学 54 48 88.89

合计 306 289 94.4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 50 50 100.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0 59 84.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33 71.74

合计 166 142 85.54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11 96 86.49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 43 78.18

合计 166 139 83.73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 112 104 92.86

应用物理学 57 46 80.70

合计 169 150 88.76

化学学院

化学 64 62 96.88

应用化学 129 124 96.12

合计 193 186 96.37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 53 47 88.68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26 79 62.70

地理信息系统 54 39 72.22

合计 233 165 70.82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科学 118 113 95.76

生物技术 61 59 96.72

合计 179 172 96.09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69 67 97.10

公共事业管理 54 51 94.44

合计 123 118 95.93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12 6 50.00

音乐学 106 90 84.91

舞蹈学 32 26 81.25

音乐教育 37 16 43.24

合计 187 138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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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美术学院

美术学 86 66 76.74

艺术设计 142 110 77.46

艺术设计（专） 1 0 0.00

合计 229 176 76.86

硕士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 5 4 80.00

专门史 2 2 100.00

中国史 4 4 100.00

理论物理 1 1 100.00

凝聚态物理 2 2 100.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 2 100.00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1 100.00

硕士研究生 17 16 94.12

本、专、研合计 3159 2799 88.60

二、分类别就业率统计

表 2-2 分类别就业率统计

类别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3049 2714 89.01
专科 93 69 74.19

硕士研究生 17 16 94.12
小计 3159 2799 88.60

本专科师范类专业 1879 1722 91.64
本专科非师范类专业 1263 1061 84.01

小计 3142 2783 88.57
男毕业生 890 716 80.45
女毕业生 2269 2083 91.80
小计 3159 2799 88.60

三、少数民族预科毕业生就业率

本科毕业生中包括 85名少数民族预科毕业生。我校招收的少数

民族预科生为蒙语授课的蒙古族高中毕业生，入校后经过一年预科教

育培养，结业时，学校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学生个人的志愿确定专业，

85名预科生选择了 15个本科专业。经过 4年专业培养，毕业后，就

业情况良好，就业率 91.76%。

表 2-3 少数民族预科毕业生就业率
类别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少数民族预科毕业生 85 78 91.76

四、就业方式分布

在毕业生中，协议合同就业占 65.12%，国内升学及出国出境占

0.03%，参军和入伍预征占 0.47%，自主创业占 0.76%。待就业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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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正在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或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因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人数较少，不再分别统计分析，

后续分析数据均为研究生、本、专科毕业生合计数据）
表 2-3 毕业生就业方式分布

毕业流向 人数 占毕业生人数比例（%）

协议合同就业 2057 65.12

服务基层 133 4.21

本科生考研升学 161 5.10

专科生升本科 22 0.70

出国出境 1 0.03

参军入伍 15 0.47

自由职业 32 1.01

自主创业 24 0.76

其他灵活就业 385 12.19

待就业 360 11.40

合计 3159 100.00

协议合同就业：指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和《劳动合同》就业。

出国出境：指本专科毕业生出国留学或工作。

参军入伍：指已办理入伍手续。

自主创业：指在本校大学生创业园创业。

五、就业结构分布

协议合同就业和参军入伍的 2072 名毕业生中，就业单位性质、

行业、地域统计分析如下：

1、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就业单位以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为主，

分别占就业人数的 22.25%和 77.75%。

表 2-4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单位性质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党政机关 39 1.88

事业单位
中初等教育 289 13.95
其他事业单位 133 6.42

小计 461 22.25

企业单位

国企 64 3.09
三资企业 3 0.14
民营企业 1544 74.52

小计 1611 77.75
参军入伍 15 0.72
合计 2072 100.00



9

2、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已就业和自主创业的 2616 名毕业生中，从就业单位行业分布分

析，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为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表 2-5 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行业类型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教育 527 20.1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06 11.70

批发和零售业 240 9.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2 8.10

制造业 150 5.7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5 5.16

建筑业 133 5.0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3 4.3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89 3.40

基层服务国家项目 79 3.0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0 2.6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7 2.56

卫生和社会工作 67 2.56

金融业 64 2.45

农、林、牧、渔业 63 2.4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 2.06

基层服务地方项目 54 2.06
住宿和餐饮业 52 1.99

房地产业 45 1.7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 1.19

采矿业 24 0.92

自主创业 24 0.92

部队 15 0.57

合计 2616 100.00

3、就业地域分布

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地区，占已就业人数的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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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就业区域分布

地区 人数 占就业人数比例（%）

华北地区

内蒙古 2378 90.90

北京 57 2.18

天津 8 0.31

河北 23 0.88

山西 14 0.54

小计 2480 94.80

东北地区

辽宁 19 0.73

吉林 5 0.19

黑龙江 6 0.23

小计 30 1.15

华东地区

山东 15 0.57

安徽 4 0.15

江苏 12 0.46

浙江 11 0.42

上海 10 0.38

江西 10 0.38

小计 62 2.37

华中地区

河南 4 0.15

湖北 3 0.11

湖南 3 0.11

小计 10 0.38

华南地区 广东 19 0.73

小计 19 0.73

西南地区
云南 2 0.08

贵州 2 0.08

小计 4 0.15

西北地区
陕西 8 0.31

宁夏 3 0.11

小计 11 0.42

合计 2616 100.00

六、本科毕业生考研升学分布

本科毕业生考研升学 161 人，考取“985”、“211”工程院校有

62人（其中“985”6人），占考研升学人数的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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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本科毕业生考研升学分布


	包头师范学院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第一部分  毕业生规模、结构
	一、专业分布情况
	二、生源地分布
	三、少数民族毕业生分布
	四、性别比例
	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流向
	一、就业率统计
	三、少数民族预科毕业生就业率
	四、就业方式分布
	五、就业结构分布
	六、本科毕业生考研升学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