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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增设，高职院校学生数量也大幅度增
加，就业问题成为毕业生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疫情的爆发让
一批批企业面临倒闭，裁员、职位缩减等问题，无疑是给毕业生
雪上加霜，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风险。在这种形式下，加
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让学生在众多毕业
生中脱颖而出就显得尤为重要。

1  HR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存在的问题
1.1学生自我解困意识弱
计算机院系的学生人数多、学生性质复杂。虽然，学校和

院系都提供了丰富的就业资源和就业指导，但是还是有很多学生
存在慢就业和不就业的心态。更有甚者，部分学生看不上学校推
荐的工作，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一拖再拖。学生自我解困意识
薄弱，学习态度不积极，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遇到困难都不
会主动想着去解决，而是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在求职面前，更
是遇到困难就退缩，不愿面对现实，频繁换工作现象严重。

1.2学生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计算机专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和市场的专业，但是对于专业

的要求一样很高，如果能够在校期间掌握好技术，就业前景还是
很乐观的。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相比之下是有
所欠缺的，加上计算机专业课程的难度很大，因此，导致很多学
生入门即放弃，失去学习的信心，学习进度跟不上，更别谈掌握
技术了。而且，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都是抱着“得过且过”、“混
毕业证”的心态，上课不认真，下课玩游戏的态度。在专业学习
上没有下功夫，从而导致就业的时候失去竞争力。同时，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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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在进入大学的时候没有做好职业规划导致的。
1.3学生的职业规划不明确
很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在职业规划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

的，经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于自己所学专业以及专业就业前
景都不明确，普遍存在职业规划不明确，定位认知不准确，未来
规划迷茫等现象。

1.4对学生的跟踪教育不及时
因为计算机学院学生基数大，沟通工作困难，对于学生的

日常沟通交流周期大，不能做到实时把握，有时候学生离职也不
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都是后知后觉。因此，不能第一时间进行
教育引导，导致部分学生离职后出现再就业懈怠情况。同时，不
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导致就业工作的经验积累存在空缺，遇
到同类问题时，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2  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校企协同机制
为了更好地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校企协同成为发

展的趋势，为了更好地研究基于HR视角的校企协同模式下的大学
生就业竞争力，本文建立了校企协同机制（见图1）。

2.1 提升专业技能，缩短培养时间
在疫情冲击和就业竞争力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更好地完善大

学生培养机制，学校在面临学生就业难的大环境下，如何提升学
生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成为高校工作者不断探究的课题。
与企业建立协同机制成了学校和企业追求进步的契机。通过理论
与实践的相结合，缩短人才培养时间，实现“1+1>2”的双向互利，
合作共赢。



    19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2.2 增强人才竞争，实现企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企业接踵而至，在疫情的冲击下和

市场竞争的冲击下，企业如何寻求生存，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成为企业当前面临的具体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发
展契机，在多方因素的综合衡量下，校企协同发展成为企业的
首选。

图1    校企协同机制

3  影响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因素，本文基于各类文

献参考，并结合企业HR 和高校教育工作者等访谈，撰写了一份
调查问卷。并将问卷发放给200 名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共回收
问卷185份，有效问卷180份，有效率为97.30% 以此研究基于
HR 视角的校企协同模式下的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3.1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必要性
基于问卷调查（见表1），有92% 的企业HR 认为在大学期

间有必要展开各种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其中59%
的 HR 认为在大学期间非常有必要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表1    关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必要性

3.2职业教育因素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职业教育不可缺少。基于

调查问卷（见表2），我们从自我定位、职业能力、职业选择、职
业素养、求职能力5各方面进行了调研，研究结果表明，有超过
66%的HR认为自我定位、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更重要。

表2     关于职业教育的因素分析

3.2.1关于自我认知方面的教育
根据职业规划教育中的“幸运四叶草”理论，将自我认知

可以细分为“兴趣、能力、价值、职业价值”4 个指标。通
过调查问卷可知，其中有近43%的人认为大学生应该在兴趣和能
力方面开展自我提高，在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职业方向的同时，
匹配性的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

3.2.2关于职业素养方面的教育
在多元文化的加速发展下，企业更加注重文化的发展和塑

造。在员工的招聘和培养方面，更加期待员工与企业文化的匹
配程度。有超过一半的 H R 认为高效率、注重团队合作、创新
能力强、尽职尽责的员工更受欢迎。

4  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对策
4.1基于学校层面的对策分析
4.1.1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做好日常的就业教育工作，引导学生认清现实，树立正确

的就业价值观。指导学生明确工作价值回报的意义，帮助他们
从多视角看待报酬，避免好高骛远的就业态度。勇敢走出舒适
圈，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道理。鼓励学生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4.1.2帮助学生完成社会人角色转换
初入社会的毕业生，对于社会人角色意识薄弱，容易产生

偏差和错误。学校要积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做好学生毕业
前的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增加社会阅历，加快融入社会的速
度。做好毕业前的实训和实习工作，引导学生积极投身社会，
提前了解工作内容，为步入社会做好扎实的基础。

4.1.3帮助学生认识技能的重要性
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高度重视
技能人才工作，强调了技能的重要性。让学生有一技傍身，能够
在社会上稳稳地立足。特别是增强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树
立专业能力的重要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提高学生专业技术。

4.1.4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学生在踏入社会初期，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对于择业充

满迷茫，因而会成为阻碍学生就业的第一步。因此，学生就业工
作需要学生－学校－家长三方协同，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指导
和帮助。学校通过多种渠道拓宽就业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就
业平台和实习机会，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家长要做到支持和帮
助，不能一贯的宠溺、包庇，这样只会让学生对于进入社会缺乏
勇气。学生自身要树立就业意识，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提升自身
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

4.2基于HR层面的对策分析
4.2.1加强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
学校可以在学生进入学校初，就要为学生做好职业生涯指

导，做好学生职业发展的引路人。引导学生从学校人向社会人的
转变，开展毕业生报告或座谈，及时为毕业生答疑解惑。走访企
业及时了解毕业生就业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学。

4.2.2提高大学职业素养培养
大学阶段是培养大学生职业素养，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的最好时期。在充满集体活动的大学里，培养学生团队
合作能力尤为重要。学校、老师乃至整个社会都要改变传统的教
育理念，树立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坚持理论实践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真正从课本上解脱出来，坚持立德
树人，培养高素养的新时代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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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非常   
必要

必要 中立 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必要性

人数 106 60 8 4 2

百分比 59% 33% 4% 2% 1%

占比 自我   
定位

职业   
能力

职业   
选择

职业   
素养

求职   
能力因素

人数 166 120 40 175 50

百分比 92% 66% 22% 9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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