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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在就业中的作用和实践路径

周琪林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　要：就业育人工作既能在思政教育方面使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还可以全方位、全过程提升大学生就业

能力。以“三全育人”为背景，我国高校现阶段就业育人工作不理想，主要包括整体规划设计问题、落实过程问题、育人定位问题三方

面，基于就业育人工作的短板，高校应采取全员合力、全程规划、多方协作的措施，增加毕业生职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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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education	can	not	only	strengthen	students'	ideal	and	belief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de	students	to	set	up	correct	

employment	concept,	but	also	promote	students'	employment	ability	in	an	all-round	and	whole	proces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Three-all-round	

educatio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is	not	ideal,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problem	of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problem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orientation,	based	on	the	shortcomings	of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of	joint	efforts,	whole	process	planning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in	the	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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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提升毕业生

就业质量，使青年大学生个人价值融入到社会价值体系中，这是高

校领导层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全育人”即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从课程教育、学校服务、思想指导等方面为毕业生提

供帮扶措施，促进大学生高效就业。

一、高校“三全育人”理念内涵 

“三全育人”理念为高校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三全是指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这样可全面的构建系统化的育人局

面。首先 , 全员育人是指社会、高校、家庭共同作用，对新时代大

学生展开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职业观。政府部

门为应届大学生提供帮扶政策，高校各院级教师将就业指导渗入到

课程中，家长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全员育人让大学生了解就

业市场信息，树立就业信心。其次，全过程育人是指在大学生四年

课程教育中不留空白。例如，将就业指导融入到学科教育中，根据

专业分析毕业生就业方向和岗位职责 ；在节假日期间对岗位实习生

进行引导或帮扶教育。最后，全方位育人是指运用网络教育、多媒

体、微课堂等不同模式对学生进行教育。通过“三全”育人，提升

高校学生的思想品质，加深对社会的认知，以较强的综合素质应对

就业挑战。

二、“三全育人”在就业中的作用 

（一）帮助学生坚定理想，树立正确择业观	

从就业角度看，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青年大学生在复杂环境

下不易受到影响，能够以积极的心态迎战就业挑战，他们更务实、

更刻苦、更努力，将个人理想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愿意深入基层一线，在锻炼中增长个人能力及实现自身价值。以“三

全育人”为指导思想，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鼓励学生先从基层做起，学中做、做中学，在

实践中成长。除此外，高校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研、考公、考编、

出国等其他职业发展道路，不能盲从，应根据个人喜好、个性特征、

家庭条件、就业状况等决定是否考研、考公、考编或出国，每个人

职业发展道路不是一样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二）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正确就业观	

新时代大学生个人意识强，他们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哪里工资高就到哪里就业。新时代年轻

人认为成功就是年入百万、开豪车、住别墅，将成功与物质紧密相

连，内心空洞、自私自利，未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

系在一起。高校要运用“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将课程与就业相结

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针对青年学生党员，高校应加大

党史宣传力度，鼓励大学生投身于西部建设中，将自己美好的青春

献给国家，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三全育人”在就业中的问题透析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承载着教书育人、就业育人、

服务育人的责任。“三全育人”虽然为高校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指

导思想，但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以下从整体规划设

计、落实过程、育人定位三个角度来就业育人中存在的问题。

（一）整体规划设计

随着“三全育人”理念不断深入，部分高校领导层在全面布

局上存在缺陷。首先，普通高校将专业课程放在主要位置，注重学

生理论知识、学术研究和专业实操，关于就业指导的课程过于单一。

许多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由高校思政教师或就业办教师兼职，没有

专业的就业指导老师针对性授课，学生不能接受系统化的就业学习，

对职场环境、工作强度、岗位内容、人际交往等毫无了解，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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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职业规划。其次，高校未充分运用“三

全育人”工作模式，将“三全育人”当作工作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

而非服务育人。高校领导在设计规划时，所占的立场是自己的位置，

并未从市场角度和学生角度做规划，导致就业育人内容与市场需求

相脱节，大学生四年所学知识在就业市场无法找到相匹配的工作，

毕业生就业情况不乐观。

（二）落实过程问题

现阶段就业市场发生变化，2022 年约 1076 万高校毕业生涌入

就业市场，但实际却是“僧多肉少”，许多大厂都是裁员、停招或缩招，

中小企业情况更不容乐观。因此，高校领导要认清市场，真正意义

上从学生角度思考问题，落实“三全育人”教育理念，提升大学生

就业能力。就业育人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员分配问题，高校现有的

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就业咨询方面有经验的教师基数不够，部分

高校将就业育人工作交给了就业办、思政教师、辅导员，学生未有

接受过专业化、全过程、全方位的就业指导。另外，高校注重专业

学科教师的引进和补充，而就业育人方向人才招聘较少，学校固步

自封，无法引领就业育人新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高

校应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服务于就业育人工作，时刻关注

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岗位内容等就业动态，真正落实“三全育人”

教育理念。

（三）育人定位问题

“三全育人”思想对高校就业育人定位是清晰的、明确的、科

学的，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育人工作实属有难度，部分高

校领导未能理解“三全育人”的真正内涵，在开展就业育人工作中

存在定位错误问题。例如，就业指导中过分强调毕业生求职技巧、

简历设计、服装礼仪，忽略了专业能力的展示 ；就业指导中过分强

调专业理论教育，忽略了德育教育和实践指导。就业育人工作若定

位出现问题，那么实施过程则是错误或片面的，未能真正落实“三

全育人”理念，学生就业能力不足。	

四、“三全育人”在就业中的实践路径 

（一）全员参与、合力育人	

一个人成才是靠学校、社会、家庭共同作用的，“全员合力”

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首先，学校作为“全员育人”的关键，应从

课程育人、服务育人、心理育人等方面入手，为学生提供专业性和

系统性的就业课程，这要求高校必须引进和补充专业的就业指导教

师，提升就业指导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心理建设。为此，高校需要定

向打造就业育人教师专项孵化培育机制，定期开展校内外培训，聘

请专家为全体教师授课，分析“三全育人”在就业中的重要性，打

造一支较高水平的师资团队服务于就业育人工作。其次，为了增加

大学生就业率，高校应与企业保持长久且深度合作，将学校孵化为

企业人才培养基地，针对企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人才。最后，家庭

也是“全员育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家长应时刻关注大学生心理

变化，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以积极心态看待职业发展。借助互联

网优势，构建校企合作及家校合作育人新模式，为大学生提供就业

咨询、就业指导、心理疏导等服务。

（二）全程规划、分段落实	

就业育人是时间跨度非常长的工作，从学生踏入大学校门开

始，就业育人工作与专业课程教学就应该同频共振。不同年级、不

同专业、不同家庭的学生在不同时期学习和职业规划仍有不同，它

与学生知识储备、成长变化、视野拓展、心理特征有直接关系，总

体来说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笔者关注大学生就

业多年，将大学生身心成长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启蒙期、磨炼

期、拓新期。启蒙阶段多为大一学生，他们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学习品质，了解自身特长优势，对未来职业是憧憬的，有初步的职

业发展目标。磨炼阶段多为大二、大三学生，他们看到过大城市的

繁华、兼职过超市的销售、遭受过别人的冷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磨练着自己的意志，思想也容易被侵蚀，此阶段高校应对学生展开

理想信念教育，鼓励学生突破自我，在磨练中成长和成才。拓新阶

段一般是大四实习或求职阶段，高校应为学生提供就业动态信息，

推出毕业设计、就业指导、仪容仪表、简历制作、人才输送等帮扶

措施，加强学生心理建设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个挑战。	

（三）全面育人、多方协作	

“全方位育人”的就业育人应该从管理、教学、实践等多方面入手，

构建完善的、立体的、系统的就业育人体系。从管理方面说，高校

应鼓励各系主任、就业办教师、辅导员、思政教师、学科教师全员

积极参与到就业育人工作中，提升专业就业指导教师的基数和质量，

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就业育人服务和信息。从教学方面说，高校应

鼓励在各学科中融入就业指导知识，从专业特点、市场需求、德育

培养、心理疏导等方面为不同专业学生提供针对性指导。从实践方

面说，高校应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参加社会实践，或通过校企

合作为学生提供岗位实习，让学生对职场环境、工作强度、岗位内

容、同事关系等有初步认知，在实际操作中锻炼个人能力，为毕业

就业打好基础。除此外，高校应借助互联网优势，充分利用好抖音、

快手、今日头条、B 站、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打造就业育人工作

的新媒体矩阵，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输教学理念，开展思政教育，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维育人体系，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

五、结束语

“三全育人”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育人理念，在就业育人中具有

重要作用，能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使学生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

联系在一起，激发大学生的奋斗欲望，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

业观和劳动观。但由于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就业市场不景气，各企

业裁员、停招或缩招导致高校应届生就业困难，高校领导应清楚认

识到市场状况，真正落实“三全育人”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科

学的、全面的就业育人工作模式，切实提升学生各项能力，增加毕

业生在职场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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