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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地方应用型高校不断扩招，国家进入到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也不断提高。同时，

在就业创业背景下，部分实践能力稍强的学生也尝试着自主创业，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不甚理想。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基于就业

创业形势，对该类院校课程职业决策教学改革进行探究，以期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就业创业教育改革。 

关键词：就业创业；职业决策；教学改革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voc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ome students with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also try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but the 

practical effect is not very idea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iculum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teaching reform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form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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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民群众生存的根本，收入

的来源。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国家对于就业创业工作的重

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保就业对于稳定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的经济增

长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地方应用型高校

就业创业教育重要实践旨在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1]，目的是为了进

一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鉴于此，今后需要进一步明确就业创

业背景下就业创业教育的深刻含义及其目标，结合各个学校的实际

情况，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科学合理的措施与方法，为推动

就业创业教育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 

1974 年杰普森在研究过程中首次阐述了职业决策的定义，指出

它是较为繁琐的认知过程，利用这一过程，决策者能够更好地掌握

个人实际情况以及所面临的就业环境，确定一个能够实现的职业目

标，然后据此实施自己的职业活动[2]。此后不久，其风格与困难引

起理论领域人士的关注[3]。现阶段，针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定义，理

论领域人士尚未形成共识。上个世纪六十年的末期克里特在研究中

对职业决策困难进行了界定，即指个体无能力挑选或是承诺于一个

特殊的即将准备或进入特定职业的行动过程。盖蒂和奥西波(1996)

也对它进行了界定，即指在作职业决策过程中个体或许会面临的一

系列问题。沈之菲在研究过程中指出职业决策即指个体在认真分析

利弊的基础上从多个职业中确定出一个合适的职业，以实现自身价

值最大化。综合分析理论领域人士的观点得知，尽管概念尚未达成

一致，然而大部分人指出它并非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求职人

员择业时面临的难题，或在大量职业中确定一个最佳工作面临的困

难。 

2 就业创业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课程职业决策教学改革

意义 

2.1 树立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 

在课程教学改革中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当树立起创业教育理念，

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一方面能够掌握相关理论内容，

学会技能，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他们获得获得全面发展。该类学校在

经营运作过程中改革现有教学模式，把专业课和就业创业课程融合

在一起，这样对提高学生学习能力非常有帮助，并且还能够推动他

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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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现地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全面就业 

在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地方应用型高校毕业生在求

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学校在经营运作中把就业创业理念融入

课程教学改革之中，这样能够进一步拓宽毕业生的事业，使他们形

成良好的就业观，同时对他们找到合适的职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大

部分学生存在的难题是就业视野不够宽广，思想比较陈旧，不容易

实现自我价值，在课程改革中融入创业就业教育一方面是高校的必

经之路，另一方面还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个新的学习思路。 

2.3 加强地方应用型高校专业课程与就业创业课程的联系 

专业课程是该类学校非常关键的课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应用性

与专业性。按照就业创业就业等相关政策要求，该类学校利用教育

改革这个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就业意识与创业精神；

使他们形成新的就业理念，有效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无论对学生

还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来说都益处多多，在专业课程中融入就业创业

教育，对该类学校全面优化自身的教学方法、内容、目标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并且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与就业水准[4]。 

3 就业创业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课程职业决策教学改革

措施 

3.1 制定科学合理教学方案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各高校在经营运作过程中应当构建起一

个完善的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促使学生更新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

就业观”；“高校还应当着力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就业创业梯级课程

体系；对传统的考核方法进行改革，重点是检查受教育者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注重考核他们的能力，注重过程性考核，对长期以

来以考试为主的考核模式进行改革，不断丰富考核模式”“除此之

外，高校还应当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上述一系列文件对于

该类学校制定教育方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于职业教育

来说，就业创业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受教育者的就业能力。 

3.2 创新多元高效课程教学方法 

 按照有关政策，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经营运作过程中需要充分

兼顾到自身的具体情况，牢牢把握就业教育的实质，理清其与就业

创业教育之间的联系，对专业课程中含有的相关要素进行深度挖

掘，针对所有学生设置有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在此基础上，将所

有课程都设置对应的学分；构建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就业指导课程体

系，促使学生更新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就业观；充分利用好相关

资源，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尝试着开发出满足他们需求的创业培

训课程，制定并实施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对传

统的考核方法进行改革，重点是检查受教育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注重考核他们的能力，注重过程性考核，对长期以来以考试为

主的考核模式进行改革，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不断丰富考核模式。 

3.3 加强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创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该单位的主要职责是培训就业

教育教师，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与业务水平。第二，引导教师前往

公司参加实践活动、进行教学研讨，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中举办

的相关实践活动，提升就业教育内容的前瞻性和实用性，从而为学

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第三，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就业创业教育

考评制度，将其相关成果作为教师聘用等的考察指标，在此基础上，

优化学生评教制度，建立完善教师淘汰退出机制，充分确保相关课

程教师结构的合理性。除此之外，还可尝试着从外部招入这方面的

优秀师资，进一步充实队伍，优化有关平台，推动教师朝着专业化、

职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及社会需求打造一支优

秀的就业指导队伍，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更好地开展就业创业教育工

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获得很大进展，但是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市场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

地方应用型高校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加，而他们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养成为解决上述难题的有效措施。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理

论知识学习以及实践锻炼的同时，高校必须以身作则，利用好自己

具有的资源，积极开各课程的教研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

动，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以提高他们的综合

素养，提高他们的求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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