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2022 年第 4 卷第 26 期 经验交流

高校辅导员开展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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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规模和数量上屡创新高，而社会新增就业岗位乏力，加之新形势下线上招聘模式

还未成熟，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本文从辅导员工作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形势呈现的特点，并结合实际工作，提出一系

列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方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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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

贵的人才资源，是促进就业的重要群体。高校毕业生就业不仅涉

及学生及家庭的切身利益，还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辅导

员和学校就业指导工作人员，开展好求职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帮助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尤显重要。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呈现的特点

（一）就业市场供需关系严重失衡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社会及家庭越来越重

视教育事业，高等教育不断扩招，更多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更多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加之企业招聘岗位大幅

度降低，使就业市场供需关系出现严重失衡。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至 202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7.8%，比上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

模达 4430 万人，比上年增加 247 万人；普通本科学校校均规模

16366 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校均规模 18403 人，高职（专科）学

校校均规模 9470 人。2023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58 万人，同

比增加82万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绝大多数企业造成巨大影响，

有些中小企业甚至倒闭，社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乏力。2020 年，

教育部就业中心对全国 9.9 万家用人单位调查显示，16% 的用人

单位取消了原定的春季招聘计划，剩余有春季招聘计划的单位中，

65.6% 的单位招聘规模减少或不变。截至目前，企业招聘岗位减

少幅度更大，然而随着扩招学生的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增加幅度

也随之变大，这“一减一增”，使原本就失衡的就业市场供需关

系更加严峻。

（二）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更加凸显

“慢就业”主要指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不打算立即就业，而是

选择暂不就业或临时游学、兼职、创业考察等方式慢慢探索职业

生涯的现象。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毕业生的薪资增速

在放缓，选择考研、考公的比例在持续上升，本科毕业生脱产备

考公务员的比例5年翻了一番，“慢就业”现象更加凸显。2020年，

国家统计局对于上海市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有高达 34% 的大学生选择慢就业，34.0% 的毕业生选择

“慢就业”，其中90.4%选择继续深造后就业，9.6%选择暂缓就业。

从 2021-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占比来看，毕业生企业就业

率呈下降趋势，毕业生更倾向于考研、考公、考编等来提升自身

价值。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权威数据，2022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

人数达 457 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80 万，增幅为 21%，报名总

数和增量都创历史新高。2022 届高校毕业生选择考研的人数在逐

渐增多，占比为 40.78%，较 2021 届增长 6.57 个百分点。除考研

外，2022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高达 212.3 万，2022 届高校

毕业生考取公务员 / 事业单位占比为 17.57%，较 2021 届增长 0.73

个百分点。

（三）招聘形式由“线下”转“线上”

特殊时期，高校和各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活动普遍受限，

更多招聘活动转为线上或顺延后滞。为拓展就业渠道，教育部出

台多项政策，各高校整合线上双选平台资源，深入开展“校园招

聘月”“就业促进周”等系列活动，各高校、行业依托教育部“国

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全国高校毕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平台”

和学校就业网、就业中心微信公众号等就业新媒体平台，举办了

多类别、多层次、多频次的线上线下校园招聘活动。但是，由于

线上招聘的真实度、互动性、体验感等相比线下存在差距，毕业

生一时间难以适应线上招聘形式，达成签约等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在面对一场接一场的线上招聘，很多求职者屡屡受挫，感到身心

俱疲，甚有徒劳之感，动摇了广大毕业生的就业信念。

二、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策略

（一）明晰责任，严格落实“一对一”就业帮扶工作

各高校可结合毕业生专业、毕业设计、实习指导等分配对应

的就业指导教师，并细化工作，明确责任目标，实行“一对一”

就业帮扶，提升学生就业帮扶精准度和时效性。各就业指导老师

及时联系学生，了解学生就业情况，掌握学生就业意向，因人施策。

同时，学校可对重点人群重点帮扶，如家庭困难学生、残疾学生

等，必要时提供更多帮助。按周期通报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落实率，

增加教师就业帮扶工作紧迫感。

（二）建立台账，做好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

开展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并建立登记台账，准确掌握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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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薪资待遇期望、就业地意向等情况，以便精

准的、有针对性开展就业帮扶工作。对于想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招考的毕业生，提供岗位选择、笔试、面试等方面的指导培训；

对于想到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则侧重于求职简历制作、岗位认知、

面试技巧、实操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指导；还要时刻关注学校就

业创业网、24365 智慧就业平台等重要招聘信息网站，及时将符

合专业的招聘岗位定向推送给学生。

（三）抓住机遇，用好教育部及省市就业资源及优惠政策

为整合优质资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部举办了高校

毕业生就业促进周等系列活动，各省市各行业众多企业开展了网

络招聘会，作为辅导员，要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鼓励未就业学

生积极参加，提升就业去向落实率。时刻关注公务员、事业单位

等招考政策，提醒同学及时查看招录通知，不要错过报名时间，

保证每个想参加招聘的同学不被遗漏。此外，广泛宣传省市及学

校求职创业相应的优惠及补贴政策，根据政策规定，即使补贴学

生求职创业过程中的通话、交通等费用。

（四）创新思维，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

随着社会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大，求职市场供求关系越来越

紧张，企业对高校毕业生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高校培养出符

合企业需求的人才，既可以节约企业人才培养培训的成本，也能

提高学校高校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可结合

实际情况，创新思维，千方百计拓宽毕业生就业创业渠道，奋力

开创就业创业工作新局面。首先，通过企业和毕业生双向选择，

多渠道推荐毕业生到就业意向企业进行实习实践，提升学生的岗

位技能及素养，增进企业和毕业生的双向了解，并鼓励学生实习

结束后留在实习单位就业。其次，学校及各二级学院，应根据各

专业情况和省市行业发展状况，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搭建产

学研校合作平台，共建实践实训基地，培养符合行业及企业需求

的实用性新型人才。一方面对原合作企业应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时刻了解合作单位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时刻关注

行业动态，主动联系或者通过大型招聘会等集中快速对接专业对

口企业，为今后深入合作打下基础。再次，主动联系企业开展校

园招聘及专业专场招聘会，宣传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向就业单位

推荐学校毕业生，在参加学校招聘会过程中融入就业指导。同时

特殊情况，如果不能开展现场招聘的企业，辅导员可以为企业和

毕业生搭建招聘的桥梁，由辅导员统一发布企业招聘信息，集中

收集毕业生简历并发送给企业，企业通过简历筛选后将反馈面试

名单，辅导员根据面试名单集中组织学生开展线上面试。此外，

对于有创业意向和能力的学生，应积极鼓励，并提供相应的创新

创业知识及团队建设等指导培训，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五）关注学生，教育引导学生转变求职观念

毕业生求职压力越来越大，很多毕业甚至生产生了“怕就业、

不就业”的思想，求职压力的不断增加，“慢就业”或“懒就业”

现象越来越突出，甚至出现“不就业”现象。一方面，辅导员要

注重关心和关爱学生，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及时做好毕业生心理

疏导，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在学生求职过程中定期了解他们的

需求和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教育引导毕业生正确看待就业形势，

从容面对就业的危险和挑战。另一方面，学校应教育引导学生转

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形成“先就业、再择业”的求职观念，

积极就业，尽早就业。辅导员及就业指导老师可通过“两微一端”

等让学生认清形势，鼓励学生先到小微企业、基层及西部就业，

积累工作经验，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求职竞争力；并积极宣传

入伍优惠政策，动员鼓励学生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六）提前谋划，促进学生就业良性循环

根据教育部“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教学计划”的要求，以“大

学生职业发展”“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认知”“毕业设计”

等课程教学及实习实训环节为切入，推进就业工作向低年级下沉，

将职业生涯规划覆盖贯穿到各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鼓励指导低

年级学生积极参加各级部门及学校举办的求职大赛、创新创业大

赛等，在比赛中不断提高个人求职能力，同时引导低年级学生做

好职业生涯规划，根据自己职业生涯规划，提前准备考研、公考、

职业能力等，使自身个性品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更好适应

市场需求，提升应考和求职的成功率，实现就业良性循环。

总之，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辅导员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与专业教师、班主任、导师

等密切配合，不断创新工作方式，缓解毕业生心理压力，做好毕

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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