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 Vol. 5 No. 05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高职工商管理类专业认知教育改革探究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柳　娟　侯　杰（通讯作者）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大学生专业认知教育是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

果、就业满意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但工商管理类专业宽口

径通才培养的特点给专业认知教育带来挑战。本文对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共 413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入学前后学

生的专业认知情况为线索，分析了影响大学生专业认知的诸多因

素，最后提出了高职大学生专业认知教育的改革对策，以帮助工

商管理类大学生有效地确定职业目标，满足经济、社会对管理类

人才差别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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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将职业

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提

出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于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作为实现该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石，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专业认知教

育改革，不仅是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和改革的基础，还会显著提

高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效，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

目前，以提升学生的就业认知和就业质量为初衷，众多高校

已将新生专业认知课程作为大学生专业认知教育的重要一环。相

对其他专业来说，工商管理类专业具有就业图谱广、专业知识通

用程度高、应用实践要求强的特点。此外，专业名称并不直接对

应某一职业或行业，学生往往会对专业本身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和

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产生疑惑和误解，因此更需要重视专业认知

教育建设，提升学生在校期间的目标性和培养效果。

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大学生专业认知教育在实施中面临多

重挑战。第一，学生面临认知转换上的巨大挑战。高等教育与中

学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目标明确、学业紧张、学校约束作用强、

学生自由发挥程度低是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显著区别。第二，

专业认知教育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专业认知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学生对所学专业内容的认知，即专业

的培养目标、学习的课程知识体系以及毕业资格的要求；另一方

面是指学生对专业未来面向职业的认知，即未来从事具体职业的

要求、工作特点以及发展的方向。专业认知教育是否系统、完善，

逻辑思路是否清晰，对新生在大学期间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效果至关重要。

为寻找工商管理类专业认知教育改革方向的切入点，本文以

社会心理学的“态度 - 行为过程模型”为理论指导，参考专业认

知研究的文献，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在校学生基本情况、专业认

识程度、就业预期、专业认知行动、就业指导需求等五个维度，

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大学生专

业认知的总体状况、群体差异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入校前后

大学生专业认知情况和专业认知学习效果，揭示专业认知教育改

革的可能切入点，为完善专业认知教育改革和提高专业人才培养

效果提供一些建议参考。

一、大学生专业认知情况调查 

本次问卷围绕学生对所选专业的态度和学习行为，参考相关

学者关于专业认知的查问卷，结合前期对 16 位专业典型学生的访

谈调研进行修正，设计了《大学生专业认知与就业准备情况调查

问卷》。该问卷包括学生基本情况、专业认知状况（专业选择情

况、学生对所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认识）、就业意向与预期、专业

认知行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出的各种专业认知行为和努力）、

就业指导需求等内容。

问卷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商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管理

专业大学生中发放，共发放问卷 413 份，回收问卷为 384 份，回

收率为 93%。其中，回收的问卷中，有效问卷 384 份，有效率为

100%。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有效样本基本信息（N=384）

变量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93 24.22%

女 291 75.78%

年级 大一 141 36.72%

大二 122 31.77%

大三 121 31.51%

专业类别 工商企业管理 204 53.13%

人力资源管理 180 46.88%

生源地 深圳市内 176 45.83%

广东省内深圳市外 151 39.32%

广东省外 57 14.84%

二、大学生专业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入学前专业选择动机及其对专业认知的影响

调查数据表明，学生高考选择专业的动机差异较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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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填志愿选择就读本专业的最主要原因中，排名前五（多选）

的分别是：基于未来就业需要（如好就业、好考公务员等）占

34.38%，喜欢这个专业占 21.35%，亲朋好友推荐占 9.64%；接受

父母的安排占 8.85%；为了增加录取概率占 8.07%。

入校前，大部分新生缺乏对所报专业的清晰认知，对专业学

习内容和专业就业方向知之甚少。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五

分之一的学生对所选的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大部分学生对未来的

学习和工作发展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入学

前，对所报专业几乎不了解（图 1）。

上述数据表明，新生报考专业具有盲目性和跟风性，普遍缺

乏专业认知。其专业选择仅凭借偏好以及想象的未来发展前景。

如果没有专业认知提供本专业的就业方向和岗位场景认知教育，

学生就会耗费相当长时间用于试错和摸索，容易造成学生专业心

理不稳定。继而带来两大不良后果：一方面，认知模糊降低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行动力，严重者，甚至造成学生学习生活漫

无目的，涣散懈怠；另一方面，大量学生会盲目跟风转专业，从

而影响专业的学风建设，造成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教育资源严重

浪费。

此外，新生入学前，对专业的选择依赖于自己和家长的刻板

印象，如果没有通过专业认知进行及时地教育和梳理，学生在毕

业以后，会将众多问题归因于专业培养方向与初期的想象的不同，

从而造成专业人才培养满意度的下降。

图 1　大学生入学前对专业的了解程度

（二）学习目标和职业规划及其对专业认知的影响

职业规划对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人才培养效果至关重要。

调查数据显示，入学前，仅 11.46% 的学生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大学

学习目标和职业发展规划，几乎没有职业生涯规划的学生占据了

三分之一的比例（图 2）。而入校后，能够制定并实施职业生涯

规划的学生也只有 17.19% 的比例，一半以上的学生将制定过的职

业生涯规划束之高阁（图 3）。这表明专业认知教育中，职业规

划的课程内容需要进一步加强，能够确保学生将规划分解并落地

实施。

图 2 入学前学生对自己大学的学习目标和未来职业的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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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有欠缺，但大

部分学生仍然能清晰意识到该能力的重要性。调查数据显示，学

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能力（32.55%）是自己最缺乏的三大能力之

一。排在前三位的还有创新能力（46.61%）、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9.06%）。从年级细分来看，各年级对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重

要性评价，基本呈现出倒 U 形分布，先上升后下降，大二是学生

对该项能力最注重的一年。这说明，目前的专业认知教育已经有

一定的成效，但是教育重点偏向于大一新生，在后期培养力度有

所减弱。但是，职业规划能力是学生需要终身具备的职业素养，

是学生就业之后不断自我提升的基础。因此，专业认知教育需要

建立一个贯穿于大学三年的培养体系，改变重点培养新生的传统

观点。

（三）毕业要求和就业政策熟悉程度及其对专业认知的影响

从调查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大学三年的毕业要求和就业

政策一知半解，完全不了解和完全了解的学生比例较低，而有

些了解和比较了解的同学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分别为 40.63% 和

42.71%。进一步对比发现，随着年级的变化，学生对毕业要求和

就业政策了解逐渐加深，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的比例一直都在上

升。但对毕业要求和就业政策不太了解的学生在每个年级依然存

在。

对当前的毕业要求和就业政策的一知半解，会导致两方面的

主要后果：首先，学生的自我成长目标会比较宏观、模糊，只是

体现为一种愿景和想象，对学生的约束力很低，因此导致了学生

的职业规划目标无法落地实施，即使专业认知教育中进行了相关

的教育，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更多也是表现为一种作业或者自我

欣赏的文案；其次，一知半解的学生在遇到毕业瓶颈时才会去临

时抱佛脚，通过各种方式满足毕业和就业条件，降低了人才培养

成效，以及人才培养的满意度。

（四）岗位对口判定的主观程度及其对专业认知的影响

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专业就业范围的广泛性（就业行业、

就业单位、就业岗位、创业）已经有所认知。在评估专业对口行

业的调查中，被调查学生对专业对口行业的认知数据分布比较均

匀，对行业选择偏好也分布广泛。这表明，学生已经认知到，工

商管理类专业具有就业面广但不集中的特点。

但对于就业岗位，被调查学生认定的专业对口率与个人偏好

密切相关。在岗位偏好调查中，经理助理、人事助理和行政文员

是学生偏好中排名前三的岗位，而在专业对口率认定的调查中，

这三类岗位被选择的比例均超过 76%，远高于其他岗位，表明学

生对于岗位是否对口，更多的是从个人偏好出发，而非专业本身

所能从事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四、大学生专业认知教育建设方向建议

（一）加强新生专业认知课的职业规划能力培养

新生专业认知课程，是大学生从高中切换到大学生活后的第

一堂课程，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能力。受到首因效

应的影响，课程内容的设计、授课质量的高低，是否能够给新生

留下深刻的印象，都会直接影响到新生大学学习生活的认知、在

校学习生活的态度，以及未来职业愿景的绘制。

从目前已有的专业认知研究成果来看，构建清晰的职业目标，

能够帮助大学新生形成积极的专业情感和良好的学习态度，进而

影响后续的人才培养效果、职业表现和职业道德水平。因此，职

业生涯规划能力培养是新生专业认知课建设的重中之重。我们认

为，在新生专业认知课的建设过程中，应当从两方面加强职业生

涯规划的教育：

首先，新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应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专业

性和可执行性。从调查来看，学生选择工商企业管理类专业的动

机差异性很大，因此生涯规划需对学生进行动机调查后，要将这

些差异动机纳入课程规划中。具体来说，引导学生通过就业环境

分析、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分析以及未来愿景分析，制定出具有

个体针对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大学新生职业生涯规划方案。从

学生的就业政策和就业现实认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校大学

生对于当前就业形势的认知高度集中于比较严峻（53.91%）和一

般（26.3%）和非常严峻（15.36%），但对于如何应对严峻的就业

形势则显得不知所措。例如：不会主动了解相关就业政策和规划（只

有 10.94% 的学生比较了解，1.04% 的学生完全了解），将就业困

难的首要原因归结于“毕业院校不是本科”（63.02%）等，这都

是由于个人可执行的职业生涯规划缺失，导致学生将就业困难归

结于外部因素。

其次，新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应该具有系统性和体系性。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一个职业探索和自我探索互动的过程，因

此新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要有阶段性的里程碑目标及对应的执行检

查指标，从而方便学生自我检查和改进自己的执行情况。这就要

求在新生专业认知课上，教师指导学生制定初步职业生涯规划书，

再结合大二大三的实习实训课程，进一步督促学生修订和完善职

业生涯规划书，并自我评估完成的进度和完成的可行性，向指导

老师进行反馈，同时对接大三的就业专项指导课程。

（二）完善专业认知教育课程体系

专业认知教育是一套教育体系，不仅仅只包括新生的专业认

知课程，还包括专业导论、专业讲座、专业认知实习和班会、专

业概况的介绍书籍等一系列的专业认知教育活动。新生发展阶段

状态与专业认知的对应关系循序渐进的，从专业情感与专业自信

的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毕业方向的选择及职业生

涯的明确规划。

专业认知与专业课程知识的学习效果具有相互影响的效果。

专业认知会影响到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反过来，专业课程的学

习会影响到专业的认知，二者的正向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的螺旋状上升的过程。反向的影响则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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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专业失去兴趣，专业心理不稳定，学习风气下降，甚至盲

目跟风换专业。

因此，高职的专业认知教育要构建贯穿大学三年学习生活的

“三步走”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保持专业认知与专业课程学习的

正向相互作用。首先，在入学前招生的招生宣传中，加强专业内

涵、培养方向、专业课程和职业发展方向的宣传，使得家长和学

生在选择专业时，减少盲目性，让学生能够认清自己的偏好，就

读于自己喜欢的专业。其次，在新生入学后，通过新生专业认知课，

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合作育人方案、人才培养对接职业岗

位、未来就业前景进行理论性讲解，并指导学生构建职业发展规

划方案。第三，通过开展大一假期的专业认知实习，配合后续的

专业课程学习，不断完善学生的专业认知，随时督促学生检查自

己的职业规划进展情况，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发展进行适时调整

和完善。最终，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意识，具备完善的专业素养，

对接大三的就业指导课和招聘活动。

（三）引入多样化专业认知实习课程

根据 Brooks（2011）的专业认同理论，专业认同主要的三个

影响因素是个人的需要、个人对他人相似性的感知和个人对专业

的看法和对专业的内在识别。结合已有的研究和本次调查数据，

本文认为，专业认知度和认同会受到如下因素影响：

学生的生源情况；

学生对专业的选择动机；

专业前景与学生个人的兴趣契合程度；

学生对专业就业方向的认知渠道的丰富性；

学生在专业认知行动上的努力程度；

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现实就业岗位的契合程度；

校企合作情况的宣传与落实情况；

课程教学中将学科知识与现实岗位任职要求之间的联系程度。

新生专业认知课程主要为学生提供专业认知的理论基础，而

专业认知实习课程，则充分利用学生寒暑假的时间，为学生提供

专业认知的实践和形象感知，有助于学生深化专业认知的理论知

识，构建初步的职业素养，并修正一些感性的职业发展观点，是

学生向专业性的课程学习转变的重要桥梁。因此，应该针对学生

的不同需求，以及专业所拥有的不同特色资源，开展多样化的认

知实习，除学生自主实习外，可以增加自选定向进修、企业参观

调研、校外实习基地认知培训、毕业校友调查访谈、企业专家学

徒式培养实习等，构建学生全维度的专业认知体验。

（四）建立进阶式的专业认知评价反馈体系

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学习效果的过

程性监控和考核反馈非常重要。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如果毕业资

格要求只有标准设置，而没有设计系统化推进反馈方案，学生对

毕业要求必然会形成零散认知，无法形成促进对专业认知牵引作

用。因此，建立进阶式的专业认知评价反馈体系可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改进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基于成果导向的课程体

系（课程地图），并依据课程地图，在专业认知课中明确阐述各

门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能力素质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阶段性

检查反馈点。

其次，增加关于专业认知的考核反馈。专业可通过制定一系

列进阶式的专业认知评价指标，利用团队成员自评价、任课教师

评价、团队导师评价、高年级学生评价等评价方式，构建综合评

价指标反馈机制（翁建成，赵晓华，马思雍，2020）。例如，增

加大一入校前的动机普查并反馈给专业课程教师，增加大一结束

时的学生专业认知度评价反馈，尤其是关于毕业要求的阶段性安

排表熟悉度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并与学业预警机制相配套。

最后，形成学生自查机制。专业认知度教育提升是一个系统

工程，通过学生学期自查，检验每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和职业素养

发展达标进度，来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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