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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对学生就业助推力浅析—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为例

鲍正德  吴心悦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非认知能力是一种心理素质 ,对个体成长和终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大学培养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教育会对大学生的品质产生一种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养成作用。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巨大挑战 ,非认知能力将作为企

业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本文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第四课堂”的特色教育为例，创造性发展“三

大教育”的教育理念，让教育与产业应深度融合，使人才培养与企业的人才需求能更好对接，强化非认知能力教育，以此

为突破点，使教育更加适应社会，实现学校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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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认知能力与大学生教育培养
当代大学面临最紧要的问题依旧是办学、教学与

培养人才的方式以及如何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美国心理

学家、教育家本杰明布鲁姆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划分为认

知、情感和操作三个领域，共同构成教育目标体系，这

个体系能够很好的解决大学的这些问题 [1]。布鲁姆将

教育目标分类学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把教育目标进

行分类、把认知目标进行分层的理论。按照布鲁姆的教

育目标分类法，人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种，认知能力和非

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就是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

力，即“智商”；非认知能力包括组织领导、合作沟通、

协作能力、情绪管理、好奇心、包容性和创造性等，即

“情商”[2]。

2影响学生就业的素质能力因素
学校是传承学生知识，培养认知能力的地方。在

近些年研究就业因素的专家表明，在职场竞争、职业发

展等方面，非认知能力比认知能力更受企业看中，重要

程度更高，是当代大学生的核心胜任力 [3]。通过对近

几年学生就业单位进行的看重学生哪一项工作能力的问

卷调查中数据收集，我们对企业选拔员工的 5个素质能

力要求进行排序，按 5-1给予权重赋值，相加后得出结

果如下（以 2020届毕业生为例）：

表 1-1企业招聘最看重的能力权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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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VR 4 2 3 1 5

成都市幻翎科技有限公司 5 2 1 4 3

中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5 3 4 2 1

成都元素科技有限公司 _ 4 5 3 1 2

重庆硕朝睿邦网络技术成都分公司 2 1 5 4 3

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4 3 5 2

西安引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 3 4 1 2

瑞数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5 2 4 3 1

成都赛博思安科技有限公司 4 5 3 1 2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 4 3 2 1

成都爱维马科技有限公司 5 4 1 3 2

四川易麦易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 3 5 2 1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4 5 1 2

嘉士伯集团重庆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2 5 4 3 1

成都欢聚堂科技有限公司 5 2 4 3 1

成都硕阳泰克软件有限公司 5 4 2 1 3

_四川蔚徕已徕科技有限公司 5 1 3 2 4

深圳市智宏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5 2 4 1 3

权重 2 69 34 10 51 27 7 32 27 3 8

排序 11 1 3 7 2 5 9 4 5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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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企业招聘最看重的前 5项

工作能力分别为：1 工作态度；2 学习能力； 3 专业

能力；4 团队协作能力；5 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而这些能力几乎都与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有关。

“抖音”创始人张一鸣也指出在职场发展好的人

大多具备 5个特质：

1 有好奇心，能够主动学习新事物、新知识和新

技能；

2 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

3 不甘于平庸；

4 不骄傲，要能延迟满足感；

5 对 重 要 事情有判断力。以上这些，也几乎都与

非认知能力有关。

3 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作为高校应该通过哪些途径来提升学生的非认知

能力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邹校长认为要创造性发展

“三大培育”的教育理念，即：养成培育、熏陶培育、

体悟培育。学生在生活与学习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即谓养

成培育。所谓熏陶培育是通过日常的环境、教师的表率、

学校的学习风气等因素对学生产生的一种潜在的培育。

所谓体悟就是亲自去参与并在其中悟出道理，获得心得。

3.1计算机与软件学院的“第四课堂”特色教育体系

计算机学院一直坚持独具特色的“第四课堂”教育，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邹院长就四个课

堂统一提出：“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具有同等的价值，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环节的链条中独具特色。开展一些课

外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忙起来’，发挥学

生的特长让学生‘长起来’，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组

织能力，发扬团队精神并加强综合素质的培养，让学生

在这过程中完善其人格，成为负责任的合格公民。计算

机学院要紧跟学校发展的步伐，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造就高素质、复合型、经世致用的人才，

形成我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4]。”作为以学

生自主学习和实践为内容的第四课堂，要求每名学生必

须修满第四课堂所设置 12门课程中的至少 5门，其中

必选 3门 3分，选修 2门 1分，即至少 4个学分。以“三讲

三心、三创三练”为核心的“综合素质能力实践”，“

学生工作实践”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实践”共 3门课

为限制性选修课，所有学生必须修读，3门课共计3学分。

其中必修学分中的语言学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语言类活

动，锻炼学生敢于上台表达自己。学生工作实践学分则

要求学生必须担任班委或加入部门担任干事，在具体的

工作实践中锻炼自身的工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工作素质。

通过计算机学院第四课堂的“熏陶教育”，我院学生在

非认知能力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真实案例是 20届毕

业生电子商务专业周 **同学，在和电子科大等 985高

校的同学同台竞争面试时，依靠自己大学期间参与的各

类活动以及担任学生干部的优势，成功 PK掉他们，得

到公司的 Offer。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查，我院学生的

实习情况得到了单位的高度认可，在工作态度、学习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潜力预估等指标上都得到了“好”

和“较好”的评价等级，整体满意度较高。由于学生大

多处于初级实习阶段，难以担任企业中难度较高的工作，

在工作中难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所以在正式

踏入社会开展事业之前，实习环节为应届毕业生融入社

会和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缓冲期 [3]。各企业具体评价指

标如下：
表 1-2 企业对我院实习生的工作能力评价

指标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工作态度 75.00% 25.00% 0.00% 0.00%

专业能力 58.34% 33.33% 8.33% 0.00%

心理素质 66.67% 25.00% 8.33% 0.00%

学习能力 50.00% 37.50% 12.50% 0.00%

适应能力 66.67% 33.33% 0.00% 0.00%

创新能力 45.83% 33.33% 20.84% 0.00%

团队协作能力 62.50% 29.17% 8.33% 0.00%

人际沟通能力 41.67% 45.83% 12.50% 0.00%

组织协调能力 50.00% 37.50% 12.50% 0.00%

潜力预估 45.83% 41.67% 12.50% 0.00%

3.2部分企业对非认知能力的建议
部分企业给我们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有企业提出：

员工的团队协作能力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企业需要具备合作意识且能够很好与同事协作办事的人

才 [5]。学校应当训练学生的沟通技巧，让学生能够很

好的表达自己，才能更好的与同事交接公司的工作。还

有企业提出：建议贵校在培养学生时，加强学生的人际

沟通能力，并且在其相关技能上能够加强培训，使其活

学会用，这样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6]。当然贵校

学生在团队合作与组织协调能力上有明显优势，心理素

质很好，能够适应新的工作内容。有的企业这样希望：

结合行业实际需要来教授专业技术，提高学生实际动手

能力。多关注学生软实力，培养工作认真负责、心态积

极乐观、对学习充满兴趣、能够融入团队并共同进步的

优秀学员。

总结与展望
企业的需求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整合

企业提出的建议，更加坚定了我们充分开拓第四课堂人

才培养方案的决心，给我们按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开设的

专业方向培养吃下定心丸，不断夯实学生素质能力基础

的同时，也塑造他们的专业精神，最大化的符合企业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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