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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同向同行研究
黄　素

（保险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所以高校需

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全面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科学育人功能。本文将研究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二

者的同向同行措施，合理提升高校育人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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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二者相融现状探析

高校教育并非将学生“束之高阁”，而是旨在将学生培养成

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高质量人才。但是从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

和就业指导教育相融现状分析来看，综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仍

旧需要多方的努力。二者结合的现状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高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较少。高校思政教育的特点

之一是显隐结合，与就业指导教育相比，此思政教育显然是属于

隐性教育的。通过观察各高校现有的就业指导课程，不难发现，

此课程在整个高校教育过程中所占比重较少，甚至部分学校没有

开设相关课程，只一味强调让学生自行探索。由于高校就业指导

课程所占比重较少，部分学生在就业时会存在“胡子眉毛一把抓”

的情况，在毕业季寻找工作时没有既定目标，步入社会的过程相

对坎坷。此外，高校缺乏就业指导课程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

出现退缩、畏惧以及盲目心理。这些心理有可能引导学生选择不

符合自身就业能力的工作，出现“高攀”或“低就”的情况。由

此可见，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显性特点与隐性特点没

能较好地体现，降低了高校的育人质量。

第二，大学生进行就业实践的热情较低。高校思政教育还讲

究立体多元，强调学生兼具丰富的理论知识、正确的三观以及较

高的专业技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校在进行才培养时往往会

把这三者割裂开来，使得学生即便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其职

业竞争力相对较低，这是学校层面上学生进行就业实践热情较低

的原因之一。另外，高校思政教育的相对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造

成了学生自身就业意愿和就业结果的割裂。部分学生在进入社会

求职时，会被行业发展现状以及行业要求所击退，在面对失败时，

他们也没能全面地审视自己，导致自身的求职意愿和就业结果之

间的关联度越来越低，直至毫无关联，这是由于学生自身原因导

致学生进行就业实践热情较低的原因之一。高校思政教育讲求的

立体多元没能在学生的就业意念和就业实践中较好地体现出来。

第三，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的结合度不高。近年来高校在重

视思政教育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就业指导教育的关注，为了提升大

学生的就业热情和就业质量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

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政教育时以专业课

程教学课堂主要载体，相当于从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中分

出来一部分给思政教育，不仅影响了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

对其就业创业实践的作用也较少。同时，教师在开设的有限的就

业指导课程教学中重点讲授了学生应当具备怎样的择业观与就业

观，过分注重结果，忽视了“如何形成正确的就业观”“采取何

种行为才能实现优质就业”等过程的讲述，本末倒置，轻视过程。

总的来说，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缺一不可。对待上

述问题，学校和教师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以便二者能

更好地互溶。

二、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互溶的价值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储备力量，所以高校对

他们进行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大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可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有思想、有道德、有纪

律、有文化的“四有”青年。从就业层面上看，思政教育有利于

学生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他们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还是专

业实践能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

导教育可以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高质量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从

思政层面上看，就业指导教育有利于学生正确看待自身专业实力，

能够以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指导其开展的就业实践。因而，高

校重视并着力促进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二者的相互交融，既

是社会的选择和学校的选择，也是教师的选择和学生的选择。

三、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同频度的有效策略策

略

（一）转变思政教育载体，提升就业指导教育的有效性

为了避免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相融过程中教师选择

错误载体教学的现象频繁发生，教师可以转变思政教育载体，由

专业课堂转到就业指导课堂上去，提升就业指导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教师需要从自身出发，审视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尤

其是思政与就业指导融合教育理念，它们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一

体同心”的。大部分高校是没有设置专门的“就业指导教师”职位的，

大多由辅导员教师或其他专业教师担任，所以教师可以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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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主业”课程中的思政理念和就业指导的渗透，使学生拥

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其次，教师需要在就业

指导教育教学中扩大思政教育的比重，使学生具备二者“一体同心”

理念，以便他们在进行就业实践时能正确选择。最后，教师在进

行思政和就业指导一体教育时需要找准切入点，如生硬地将二者

融在一起进行教育的话，其育人质量会大打折扣。比如教师可以

在就业指导课堂上播放饱含思政理念的短视频，让学生深刻理解

思政元素融于实践就业的具体“模样”。高校教师转换思政与就

业指导相融教学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学生就业实践的质

量，进而提升就业指导教育的有效性。

（二）增加就业指导课程，提升思政理念的渗透程度

从高校课程分配来看，就业指导课程的占比较小，一周一节

或两周一节的频次容易造成学生的遗忘，并出现职业生涯规划的

缺失，进而降低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同向同频的程度。所以

高校就可以适当增加就业指导课程，完善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提升思政理念在学生就业实践中的渗透程度。

就业指导教师需要深度分析大学生的就业理念和行为，并根

据研究结果向学校申请增加就业指导课程，以便教师拥有更广阔

的思政和就业指导同频教育平台。高校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

相融的主要载体应当是就业指导课程，教师申请增加就业指导课

程可以促进思政理念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渗透。另外，就

业指导课程不一定完全以线下教师为平台，线上交流和线下活动

能够潜移默化地在学生的就业实践中提升其思政意识。比如，教

师可以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和就业大赛，一理一实，共同对学

生进行培育。大学生在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时可以以个人形式

参赛，也可以以小组形式参赛，然后教师和其他学生可以对参赛

选手进行点评和投票，评选出优秀选手。在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

教育互溶过程中增加就业指导课程，在一定后程度上体现了思政

理念的隐性育人功能，提升了思政理念的渗透程度。

（三）以时事热点为导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高校所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一直以来都依据国家下发的相关

建设性文件，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倡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那么

高校教师为了更加贴合教育界的发展趋势，可以在教育教学中以

时事热点为导入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以张桂梅教师为例。张桂梅教师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

书记兼校长，她被评为“全国前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十大女杰”等，她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高校教

师以张桂梅教师的先进事迹作为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案例是

十分合适的，张桂梅教师的工作事迹中所展现出来的匠心主义、

坚持不懈以及吃苦耐劳等思政元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

择业观和就业观，促使学生在择业实践中选择对个人、对社会、

对国家有利的职业。再以社会上出现的“内卷”一词为例。简单

地说，内卷就是社会大环境施加于人的一种压力，在内卷背景下，

不努力提升自己的话就可能面临着淘汰。所以教师在进行教学时

就需要帮助学生摆正心态，不做无意义的努力，正视社会环境和

自身竞争力，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急速内卷的社会。高校教师以时

事热点为开展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融合工作的切入点，使学

生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择业和就业，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就

业质量。

（四）以心理健康为基准，保证学生积极的就业态度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一直以来都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关注点，所

以心理健康可以作为教师开展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基准，

让学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就业态度，以健康的心理面对工作和

生活。

比如教师可以与心理健康教师联合，达成教育主体的“一体

同心”。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对学生的就业行为相对关注较少，就

业指导教师与其联合可以从不同维度指导学生的就业活动。就业

指导教师和心理健康教师可以创建匿名聊天论坛，鼓励学生畅所

欲言，及时回答他们的疑惑和问题。匿名聊天论坛首先保护了学

生上的隐私，给予他们了一个发言沟通的平台，无法在课堂指导

中及时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论坛解决，密切了师生之间的交流。

再比如教师可以时刻观察学生就业行为，通过学生表现出的一系

列价值倾向以及采取的一系列就业行为，来预判学生的就业结果。

如他们的就业倾向和就业行为出现了偏颇，教师就可以及时进行

纠正，使学生始终持有积极向上的就业态度。

大学生所采取的就业行为及其持有的择业观念会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所以高校教师以心理健康为基准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就业态度，加速思政教育和

就业指导教育同向同行的步伐。

四、结语

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相融相交是高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校、教师以及学生自身都应当对此重视起来。从长远

来看，促进思政教育和就业指导教育的融合还需要多方努力，采

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升二者的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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