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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背景下高职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路径探析

熊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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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化发展，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开始依托线上平台和媒体社交途径进行更加

全面深入的传播，这样的时代发展趋势引导下，高职学生的相关就业价值观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了教师群体的广泛

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针对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引导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相关院

校管理人员在进行实际的就业教学引导过程中引发更多的思考，从而在整体上为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发展起到铺垫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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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more diversified values start relying 

on the online platform and social way more comprehensive in-depth communication, media era development trend of such 

guidanc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mployment related values change more and cause the extensive concern of the teachers 

group and a heated discussio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guidanc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value orientation under the micro-era background, hoping to help the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relevant colleges to trigger 

more thinking in the actual guidance process of employment teaching,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improvi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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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价值取向，引导工作的有效开展不仅能够帮助

学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职业观念，同时也能为学生后续

的相关职业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作用。因此为了能够更

好地优化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工作的开展效

果，相关院校管理人员和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教学引导理念，通过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就业价值观念

培养体系和相关引导路径作为自身的工作参考，同时针

对微时代下学生的就业观念变化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和

优化，最终不仅能为有效构建更加科学全面的就业价值

引导体系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同时也为高职学生的自

身价值观塑造渠道深远的积极促进作用。

一、微时代下高职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特点

1.就业意识的分布差异较大

在实际的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实际调查过

程中，相关教师通过，对不同年级学生针对就业意愿，

就业方向以及影响就业的相关选择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

内容开展，同时也配合针对相关专业教师和院校管理人

员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得出了高职院校学生整

体的就业意识分布差异性较大的实际特点。这不仅体现

在有将近一半的学生会在大一大二的学习阶段就开始着

手针对自身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进行实习和尝试，同时

有效利用自身的课余时间进行兼职或者结合寒暑假实习

岗位的相关工作来获取工作经验。[1]在实际步入即将就

业的学习阶段时，一些学生会通过与学长进行深入的沟

通和交流来获得整个行业的就业动态和简历的优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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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于招聘会地点和用人单位的相

关需求询问来提升自身对于就业整体过程的认知与了解。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在整体进行专业

知识学习的前期阶段往往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娱乐

和线上交友。这样的实际问题不仅造成了学生自身的专

业素养水平进一步降低，同时也缺乏了相关兼职实习工

作的经验积累。在实际踏入即将就业的相关学习阶段，

学生往往依旧对整体的就业形式和相关应聘方式存在较

大的误解，最终不仅影响了整体学生的实际就业发展质

量，同时也影响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实习就业率。微时

代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意识和就业准备工作的差异性呈

现，不仅体现了多元信息交织的时代发展进程中高职院

校学生对于自身职业素养水平提升的上限和下限，同时

也结合不同学生群体自身的就业需求和实际学习情况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2.整体的就业期望水平相对过高

高职院校学生除了在就业观念和就业工作的准备上

呈现出较大的区别和差异之外，由于整体的学习过程更

多地集中在院校内部的课堂教学中，因此学生对于自身

学习的相关专业实际的发展趋势和相关企业呈现出了解

程度不足的实际问题。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院校

学生对于自身的就业发展期望呈现出全面的高水平，同

时对于薪资待遇较低的相关岗位呈现出较大的心理落差。

除此之外，由于微时代背景影响下高职院校学生对于不

同行业的岗位薪资和不同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更加全

面深入的分析和比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一些

发展前景就好的专业学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自信心，

并且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薪资待遇提出更多方面

的实际要求。[2]但是自身整体的职业忠诚度却因为各种

媒体平台的价值观引导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和削弱。而

对于一些整体行业发展前景相对较弱的学生而言，毕业

之后即将面临的艰苦工作环境和较低的薪资待遇水平，

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学生自身的就业压力，同时与预先期

望不相匹配的心理落差也进一步打击了学生自身的就业

积极性。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高职院校学生在就

业过程中出现更大范围的畏难避难心理特征，同时也对

整体的就业发展趋势起到了负面影响作用。

3.高职院校学生缺乏独立择业的相关素养能力

相关教师在进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价值观念的探究

过程中，发现不同的专业和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普遍缺

乏独立择业的相关能力，因此不仅会受到薪资待遇和工

作强度的直接影响，同时也会对整体企业的工作氛围和

自身职业发展的相关前景提出更多的要求。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高职院校学生在进行就业择业的工作开展过程

中普遍更倾向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缺乏相

关教师和家庭的正确引导背景下，学生会更多的将自身

的视野投入到微时代下的各种媒体平台上。的实际情况

不仅会促使学生盲目接受一些并不合适自身就业发展情

况的相关建议，同时对于自身的就业价值观塑造产生了

较大的负面影响作用。[3]除此之外，微时代下对于就业

发展最看重的经济利益因素趋势，也进一步深刻地影响

了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价值观，这不仅会造成高职院校

学生在实际的择业范围上进一步限制自身的选择，同时

在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条件下也会增加高职院校学生的就

业难度，最终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实际就业发展质量，同

时也抑制了高职院校毕业学生的实际就业比重。

二、微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引导的

途径

1.发挥不同主体在就业中的引导价值

教师需发挥不同主体在就业中的引导价值，从而更

好地在学生学习和就业观念塑造的不同阶段提升自身的

就业素养水平。在实际的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发展过程中，

由于微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相关信

息主体的广泛传播不可避免的会对学生的自身观念产生

或多或少的实际影响，因此盲目的隔绝新媒体的传播途

径不仅不能够起到正向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容易造成高

职院校学生自身的逆反心理，这显然与教师预先设计的

引导工作开展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

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加强与院校

管理人员的沟通和交流，从而更好地发挥院校作为高职

学生接触专业职业的第一阵地作用，进一步将负面的相

关信息内容进行有效删除，同时针对积极健康的信息内

容进一步发挥出不同主体的引导价值。[4]这样的工作内

容开展，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于相关就业素养和

观念塑造的学习需求，同时也能够在潜移默默地引导过

程中进一步拉近师生之间的沟通距离，从而为后续的相

关引导工作开展起到深远的铺垫作用。除此之外，相关

教师也可以与院校管理人员进行有效协作，从而更好地

跟相关专业内的权威企业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和交流机

会。这样的工作内容开展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有效筛选企

业的实际资质和发展前景质量，同时也能够在学生学习

阶段更多地接触岗位工作内容和职场上的相关知识，从

而更好地提升自身的岗位素养水平和岗位观念，因为最

终提升自身的就业核心竞争力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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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家庭因素作为高职院校学生成长和社会化的发展起

点，也应当充分引导和发挥出自身的主体价值，因此相

关教师应当进一步与学生家庭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和交

流，从而不仅能够结合家校共育的相关模式来有效塑造

和优化学生的价值观培养。同时也能够结合更加广泛的

引导模式来提升对于学生实际就业问题的深入了解，最

终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摆脱对于网络就业信息的盲目依赖，

同时也能为进一步加强学生与家庭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

流质量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最后，相关教师应当进一

步深入到社会层面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从而不仅能

够更好地团结整体行业发展的相关趋势和企业协会等机

构的多元化支持，从而更好地为学生的整体就业发展起

到支持作用。同时也能够在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和政府

部门的有效沟通，进一步加大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方

面的扶持政策力度，同时也为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

环境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

2.重视互联网线上平台的价值引导作用

在传统的高职院校教师对于学生就业价值引导工作

的开展过程中，教师往往通过自身的言语引导和相关教

材进行线下的工作开展。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造成了学

生的抵触和抗拒心理，同时也与新时代学生群体接收信

息的相关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最终影响了整体价值

观引导工作的开展效果。[5]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样的

实际问题，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深入挖掘学生在实际生

活当中对于相关信息的接收习惯，从而更好地重视互联

网线上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引导作用。在实际的工作开展

过程中，教师可以将更多的言语引导放在与学生的微信

群交流中，从而不仅能够在沟通过程中更多的引用视频

或图片资源来提升整体的引导质量。同时也能够结合微

博等相关媒体平台进一步通过分享积极正确的就业价值

观念视频内容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价值观念培养。

3.有效挖掘专业课程在就业价值观取向引导的实际

作用

为了能够更好地强化就业价值取向引导工作的开展

效果，情况就是还可以通过针对学生的专业课程教学过

程进行有效优化，从而不仅能够结合专业课程当中的知

识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延伸和拓展。同时也能够在另一

方面通过结合知识内容与价值观念的深度融合来提升学

生的学习质量，并最终在潜移默默地教学内容接受过程

中形成更加独立自主的就业择业观念。除此之外，教师

还应当结合整体的专业课程体系进行全面的价值观教学

内容渗透，从而更好地针对学生可能遇到的择业心理问

题进行有效的疏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不仅是自身蓬勃健康发展

的新生洪流，同样也是各行各业深化发展和转型的重要

影响力量之一。在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年轻人在全方位

培养的核心要求指导下，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

的教学引导积极性，从而更好地结合微时代以下学生就

业价值观念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优化和提升。最

终不仅能够为促进高职学生的就业素养和工作观念提升

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同时也为能进一步全面提升高职

院校学生的整体就业率和未来发展水平做出重要的贡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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