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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应有意识地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危机意识的培育，而引

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特性并保持健康的心理是学校培养学生就

业危机意识这一任务的前提。大多数学生在进入社会的初期阶

段，会因为缺乏社会经验而忽略周边潜在的威胁和隐患，往往

会在遇到问题时考虑欠妥。这时的学生如果无法得到正确的心

理引导，极有可能会引发其对社会的焦虑与恐惧。因此，学

校可以通过提供一些模拟社会性活动的组织活动机会并积极鼓励

学生参与，从而强化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适应能力、就

业竞争力、心态调整能力、以及自我的特性认知能力。具体

途径可以包括：

首先以职业终生规划教育为出发点，诱导大学生自我反省

式对自己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应该理解自己是谁，能做什

么，适合做什么。重要的是，大学生在职业终生计划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需充分结合自己的特征，对眼前的机遇和限制点明

确，并充分认识，目的是设定科学合理的职业目标。在职业终生

计划课程中，通过学习自我探索过程中的兴趣、性格、技术和价

值观，全面了解自己，在职业探索的过程中，现在社会的主流工

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的场所，进一步了解工资的福利、

晋升空间等信息，帮助大学生在积极的心理状态下认识国内就业

环境的大趋势和最新动态。

利用科技技术加强政策信息服务，大学生就业危机意识会

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去接触各类就业政策和就业信息的信息来源渠

道。新媒体可以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帮助大学生及时掌握和理

解各类就业政策和就业信息。传统的宣传途径是学校报纸、就业

信息网、学校内电子屏幕、就业宣传栏、宣传横幅的基础上，还

辅以帮助的院系和学校两个等级的咨询室。需要学校内各团体组

织的公式微博、WeChat等现代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确保大学生

熟悉相关就业政策，及时掌握行业相关信息，拓展工作方式和方

法，拓展学生的视野，将学生被动接受的姿态转变为并积极寻找。

应加强创业教育，改善创业服务体系，培养大学生就业危

机意识，并加强坚实与完善大学创业教育。推进民间大学生创

业教育不仅可以缓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同时也开拓了广大学生

就业的途径。“促进创业，促进就业”是为了国家实施扩大

就业的重要发展战略，要求高校重新审视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实践，借各类创业平台，加强大学生的创业

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帮助大学生树立就业危机意识。

构筑大学生就业危机意识的教育系统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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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是毕业生就业难，跳槽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

又存在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即使招到了也难以留住的问题。为此，国家教育部也专门制定文件引导大学生就业，提出引导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中小微企业就业、到新兴业态就业等措施。高等学校负责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这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国家赋予高等学校的法定责任和职能，也是对高校提出的明确要求。首先，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是就业制度改革需要。其次，高

校就业指导工作是保证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自主择业”是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自主的权利，而“双向选择”

是建立在毕业生、用人单位分别具有择业权、用工权的基础之上的。同时，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以，应

该针对大学生的性格差异，设计系统化的职业生涯规划辅导课程，更好的指导大学生就业，适应工作需求，提高大学生职业发展

的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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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缓的工作之一。高校需紧密结合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具体需要，在配

合加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就业形势政策教育与就业危机意识教

育，将其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效率化，帮助国家提高人才素质。

其次，为了能发挥“就业指导”课程的实质性效果，可以将

就业指导工作的任务纳入教学计划。现在，由于教育大纲的硬性

规定，各专门学校都已经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但由于部分高校

没有认识到对就业指导的重要性，这个科目并没有加入到教学规

划中，导致就业指导课的授课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因此，

将就业指导课程写进教育计划中，使其具有稳定、规范的教育环

境是必然的选择。

辅导员、学科教师和学校社会工作者等提供的生活规划和职

业指导服务等主要支持服务。包括单独或以小组模式向学生提供

建议，确定他们的职业发展问题和需求，指导他们寻找、制定和

审查他们的个人计划和职业目标，并为学生提供与职业生涯相关

的经验建议，培养学生适当的工作态度以及反思思维等技能。

高校还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采取帮助学生进行就业生涯指导。

1　提供一对一的访谈机会

一对一访谈是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面对面访谈性指导是半指导性的。他们的目标是促进个人发展，

帮助学生和年轻求职者做出职业决策。一对一访谈指导可分为三

个阶段进行，包括问题设置、分析和设计解决问题[1]。

2　匿名式网络评估指导

技能评估、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等技术也广泛被使用于评

估职业兴趣和能力。现在学生更习惯于自助工具的使用，特别是

基于网络的工具。高校可建立就业生涯辅导的网站，提供更加精

细化的问卷调查，并采取匿名形式。网络的便利以及对个人隐私

的保护会使得更多学生愿意接触职业生涯指导这一工具，辅导者

也可以提出更加犀利而不带有任何主观情绪的指导意见。帮助学

生从大一开始了解自己的特性，并选择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少

走错路弯路，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提升自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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