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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破解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研究
郝源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2）

摘　要：近年来 “慢就业”、“不就业”现象愈加突出。在当前就业压力逐年增长的情况下，有效地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工

作以提升毕业生求职就业主动性意义重大。在分析当前“慢就业”现象原因的基础上，基于三全育人理念，提出就业指导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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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a of Slow Employment and Non-Employment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To carry out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more effectively and to improve the initiative of graduates to seek employment is important. 
we aim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ployment guidance system to solve the Slow Employment phenomenon and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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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数据公布，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约 1076
万人 , 同比增加 167 万 , 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在新冠
疫情影响、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
业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却
有不少的高校毕业生越来越青睐“慢就业”。“慢就业”现
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态中的新问题、新常态 [1]。

一、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目标单一
1. 高校毕业生热衷考研及二战考研
随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满

足于普通本科学历，而是选择进一步考研升造。近年来的考
研报考人数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考研报考人数从 2020 年的
341 万人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457 万人，在短短两年间增加
了 116 万人。在招录人数稳定，报考人数激增的背景下，注
定会有更多的考生落榜，而落榜的考生中又有不少人选择暂
不就业，专心再次备考研究生考试，毋庸置疑，该类毕业生
成为当前“慢就业”现象的主要主体之一。

2. 高校毕业生热衷公职单位招考
在经济增速放缓与疫情影响的叠加影响之下，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职位和薪酬的稳定性受到热捧，公职考试的热度
再度升温。但是公职单位岗位数量及招录有限，注定有大批
毕业生招录失败。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公务员录取率约为
1% 左右，已经处于同类高校较高水平，但是相较于报考人
数来讲比例仍然极低。没有考上的毕业生大多会选择继续备
考，并且多数毕业生担心毕业后有工作经历影响应届毕业生
身份，在漫长的备考期间并不会求职工作，成为“慢就业”
现象的主要主体之一 [2]。

（二）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紧迫性表现薄弱
1. 高校毕业生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
在与毕业生谈及个人的职业规划时，学生多以前文所

提到的考研、公考为主，但是当与学生进一步提及考哪所院
校，考什么专业，对历年公考的招录情况的了解等细节问题
时，学生的回答则不甚明确，没有清晰明确的职业规划。在

自身规划不明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了跟风考研、公考情况。
事实上，不少毕业生在大学期间没有深刻考虑过自己的职业
规划，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没有明确认识，由于自身规划准备
的不充分，毕业之后并不能及时落实毕业去向。

2. 高校毕业生就业预期与现实差距的结构性矛盾
学生的家庭条件整体较好，生活水平较高，家庭条件

的富裕为学生“慢就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学生在大学期间
没有承受更多的生活压力与辛苦，对整个毕业、就业环境的
认识不足。一方面没有下苦功夫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
自我能力提升与学习上，导致最后的升学考研失败、就业竞
争力薄弱；另一方面，毕业生对工作的要求期望值高，不仅
对就业单位的薪资待遇要求较高，同时对就业单位的工作理
念、工作忙碌程度、发展前景等有较高的追求，在没有达到
预期的时候也会主动拒绝该单位，成为“慢就业”的一员 [3]。

二、三全育人视域下“慢就业”现象解决路径

（一）健全辅导员、专业教师、学生家长全员联动就
业指导体系

大学生的具体就业指导涉及辅导员、专业教师、学生
家长等多方主体，这些主体之间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及联动
协作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

1.	充分发挥辅导员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职能
辅导员有为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以及相关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引导学生到
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职责。在高
校中，辅导员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人员之一，对学生也更加
了解。辅导员需要通过向班干部了解情况、问卷调研、网络
电话访谈、逐一面谈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职业规划情况，在
此基础上对所有学生建立台账、分类管理、针对性引导。根
据求职就业规律、考研复习节点主动介入，通过举办职业规
划讲座、简历制作讲座、面试指导培训讲座、考研指导讲座
等提升学生求职升学紧迫性及能力。此外，大力发挥朋辈引
领作用，辅导员要利用好已经工作、已经升学的学生群体，
搭建该类学生与高校毕业生的联动平台，对高校毕业生进行
正向引导。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者，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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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唤醒学生的就业意识、强化学生的就业意识，当学生有了
明确的方向并自觉行动时，最终往往都能实现自身预期目标，
“慢就业”现象也将大幅下降。

2. 充分发挥专业教师隐性就业规划指导作用
辅导员的就业指导与规划往往是显性的，以针对性谈

话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引导学生，部分学生会不那么重视或
抗拒，只依靠辅导员来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力量单一、
效果不佳。专业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隐性就业教育是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补充，与辅导员的显性引导形成联动
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专业课教师对所教专业要比辅导员更
加了解，对所教专业的行业发展趋势更加了解，在专业领域
比辅导员更具权威性。专业课教师要在授课过程中穿插进行
职业指导与规划，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职业观念，帮
助学生了解未来就业形势。

3. 完善构建家校协同就业指导体系
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去向选择受其家庭就业观念影响深

重，高校就业指导与家庭就业影响同向而行才能更好地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的形成。在家校协同的就业指导体系中，
高校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尤其是辅导员要在学生求
职就业的关键时期及时与每个学生家长沟通联系，从学生在
校的实际表现，个人特点等出发与学生家长达成共同的就业
认识，形成合力，推动高校毕业生主动积极就业。

（二）健全完善全过程就业指导体系
全过程的就业指导体系是指高校学生从进入大学的大

一开始到最终大四毕业甚至毕业之后的时间里持续不间断的
开展各类形式的就业指导的工作体系，根据学生在大学期间
的不同成长阶段，针对性地开展对应的指导教育。

1. 生涯启蒙与能力培育阶段
生涯启蒙与能力培育主要是集中在大一、大二阶段。

刚进入大学，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情况及大学的学习模式等都
不熟悉。在这一阶段要让学生逐步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主要
就业前景，邀请知名校友开展专题讲座、组织考研就业学子
报告会、开设职业生涯指导课程等形式帮助学生了解未来可
能的就业方向，唤醒学生自我规划，逐步明确自身目标。此外，
在打牢自身专业学习的基础之上，学生还需要在这一阶段参
加各类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活动、专业见习
实习活动，提升锻炼个人的综合实力。在就业竞争中不仅涉
及专业知识能力，还会考虑学生的责任心、组织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各项能力，而这些能力提
升与培育主要通过各类活动，黄金期就是在大一、大二阶段。

2. 生涯明确及职业实践阶段
生涯明确及职业实践阶段主要集中在大三、大四阶段。

当学生进入到大三学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大学的后半程，
是走出校园迈向社会的重要过渡期，是就业准备最关键的时
期。是毕业去向为考研、考公与普通的求职招聘的重要分界
线，要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考研复习与公考复习需要预留
长期的复习时间，从大学三年级就要开始了解考情，做好复
习准备，这样才能提高最后考试的成功率。而实际中很多同
学迟迟不能坚定自己的考研、公考决心，往往浪费了此阶段
的宝贵时间，最终也导致了个人考研、公考失败。在这一阶
段要让学生客观了解考研、公考形势，通过开展考研、公考
指导讲座，考研、公考复习交流会，“一对一”职业评估等
形式为学生提供帮助。对于选择直接就业求职的同学，这一
阶段要开始留意各类招聘信息，尝试向各类单位投递简历，
去意向单位实习、实践，通过职业实践的方式为自己将来就
业做好前期准备。高校则要开展简历制作培训会、求职面试

培训会、职场礼仪培训会等方式帮助学生提升求职技能。
（三）健全完善全方位的就业指导体系
全方位的就业指导体系是指结合就业工作实际，在就业

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要有相应的措施确保就业工作全面推进，
实现就业工作的无死角、无遗漏、全覆盖。

1. 大力开展访企拓岗，积极拓宽就业渠道
2022 年教育部印发了访企拓岗专项行动计划，是促进

当下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措施，对拓宽
毕业生就业渠道有重要作用。通过访企拓岗落实就业工作“一
把手”工程，促进全员联动就业指导体系的贯彻落实。与相
关单位建立就业合作渠道，邀请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人才，
举办专场招聘会，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建立对应的
实习基地或者合作项目，着眼长远搭建后续毕业生就业的平
台。此外，在访企拓岗的过程中大力开展社会需求调查与就
业状况跟踪调查，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趋势，听取
用人单位及已毕业学生的建议反馈，为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方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2. 强化就业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精准性
就业服务是打通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最后一公里，需要

在就业服务过程中提高信息化及精准化程度，促进毕业生的
就业流程顺畅有序。充分利用教育部 24365 校园招聘服务活
动平台和学校就业创业信息平台，搭建学院的就业信息共享
平台，一方面加大就业信息的收集力度，不错过、遗漏合适
的就业信息，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及求职倾向提供
高匹配度的就业信息。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扩展以及近
年来新冠疫情的影响，积极推动线上专场招聘会、线上的求
职笔试、线上面试、提供面试的专用场地等便利学生求职就
业。签约形式上推动网络签约，降低学生签约成本，保障签
约顺利进行。

3. 强化对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指导
在实际的招聘中，少数民族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

学业困难学生、心理重点关注学生、残疾学生等重点群体学
生的求职环境更加艰难，对这类同学要重点关注帮扶。采取
“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方式建立帮扶台账，开展个
性化辅导、组织专场招聘、优先推荐岗位、发放求职补贴、
挖掘政策性岗位、开展就业能力培训、做好日常答疑解惑、
强化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同学尽早就业。

结论

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背景之下，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重要性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必须形成完善的指导体系。以“三全育人”理念为指导方针，
构建全员参与就业、全过程培养就业、全方位指导就业的工
作体系。在实践中创新和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合力育人、
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从而有效改善高校“慢就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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