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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引发了社

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在高校教育中如何开展个性化就

业指导工作便成为了教师关注的问题，为了推进高校学生就

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如何加强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的对策成

为了一个重点课题。

1  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的基本概念

所谓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主要指的是教师和学校要根

据大学生的个性特征来开展就业指导，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指导和帮助学生正确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自己今后的

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做一个科学的定位，帮助学生在选择职

业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的问题，这样可以有效

提高学生就业的成功率，并且通过个性化就业指导帮助学生

正确认识各种职业的内涵，为其今后的工作与生活提供积极

的保障。

2  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的主要内容

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

是职业分析与个性分析，二是职业生涯规划，三是类别就业

指导。职业分析与个性分析要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来选择其

最适合的职业，将学生的个性与职业相匹配，帮助学生找到

最适合的工作；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目

标，在一定的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在此工作上

取得一定的成就；类别就业指导指的是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类

别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服务。

3  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现状

当前高校就业指导的工作现状并不是十分乐观，因为教

师多年来受到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学生的就业指

导工作缺乏一定的实战经验，教师没有认识到加强学生个性

化就业指导工作质量对学生今后成长和生活的重要性，而且

教师对于当前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工作的措施不够与时俱进，

导致学生的就业成为了一大难题，学生在毕业后就业难已经

成为了一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4  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工作的对策

4.1 就业教育个性化

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来制定针对性的就业指

导课程，不能将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进行统一性的指导，教师

要在就业教育个性化指导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专业进行深

入的研究。针对于高校就业教育个性化，教师一定要在其中

体现人性化，要从学校的角度和知识的角度向学生的角度转

移，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人格特征。学校可以组织不同的

就业教育个性化指导小组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性格、不同团

体的大学生来开展就业教育，在其中充分的体现个性化教育

指导中的目标和宗旨。

4.2 就业评价个性化

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就业

评价个性化来推动工作效率的提升。就业评价个性化指的是

教师要根据学生自身的进步来给予综合和客观性的评价，而

不是将所有学生的就业评价标准统一化，这样会影响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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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判断。教师可以在评价的方式中增加一些自主评价、

学生互评等方式来推进就业评价个性化的有效发展。通过客

观的评价，让学生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在就业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且寻找针对性的解决方式。

4.3 就业咨询个性化

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就业咨询岗位，可以给应届大学

生提供积极的就业指导，这是一种指导方式创新的表现，因

此在个性化就业咨询岗位的开设中，一定要根据大学生的不

同特点来选择指导方式，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在就

业咨询个性化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职业分析和个性分析，

通过这两者分析来实现就业咨询个性化内容的填充。其中个

性分析主要是指对学生兴趣、价值观、气质、能力等因素与

职业关系的分析；职业分析因大学生群体的不同而进行不同

的就业咨询指导，比如说针对于正处于求职预备期的学生，

教师可以侧重于指导了解产业行业与职业的相关背景进行就

业咨询指导，针对于正处于求职前期的学生，教师主要针对

于了解工作单位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开展就业咨询个性化

的指导。

4.4 就业信息个性化

就业信息个性化指的是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信息，

教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搜集当前比较有发展前景的职业，

并且在日常的指导和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这些先进的就业理念，

让学生对当前的就业形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样学生

在今后的就业中能够具备更加全面的信息体系，教师可以在

学校的网络系统中针对每一个专业的学生建立一个信息库，

将这个专业有效的就业信息及时的上传和更新，帮助学生及

时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式，为自己今后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4.5 就业训练个性化

在当前高校个性化就业指导工作对策的研究中，教师一

定要认识到就业训练个性化的重要性，就业训练个性化指的

是根据学生不同的专业来设置不同的训练，在校企合作的过

程中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例如学校和教师可以加强与

企业之间的有效合作，定期组织一批学生进入相关的企业进

行锻炼，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

对自己的专业和将来就业的职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学生

个性化就业指导提供重要的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社会各

界对于高校学生的就业问题越发的关注和重视，因此在当前

高校教育中一定要注重个性化就业指导工作质量的提升，教

师要为针对此问题进行有效的研究，提出科学的对策，为学

生今后的就业问题提供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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