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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视域下的应用型大学就业指导工作探索 
徐佩 

（四川文理学院  635000） 

摘要：后疫情时代，大学毕业生中的主力军——应用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异常突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之中，不同所有
制经济主体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动，从实质上而言就是一场人才质量的竞争，而应用型大学重要的功能作用主要在于为培养应用型人
才提供被市场所接受并需要的“产品”，即人才。这使高等学校人才的重要经济价值属性显得尤为重要，以用人市场需求为培养导向
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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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pplied university career guidance work to explore from th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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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break era，graduates of mainstay - applied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pressure anomalies. 

In the current market economy，market competition，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 economic subject from essentially 

is a competition of talent quality，and important function of an applied university major is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with accepted by market and need to "product"，namely the talented person. The personnel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of important economic value attribut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guided by market demand for training of choose and 

employ person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be subject to a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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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及背景 
1.1 背景介绍 
1.1.1 应用型大学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

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1]。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出台
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
文件中针对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刻调整、
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
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
应用型、复合型[3]、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
结构和质量尚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等诸多问题，
提出要积极推进转型发展[4]，必须采取有力举措破解转型发展改革
中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等突出问题。特别
是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5]，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
突破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
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6]。根据教
育部公布的 2022 年全国高等院校名单，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数量 1229
所，学术型大学数量共 217 所，应用型大学数量占总量的 80%以上。 

1.1.2 大学、人才及市场之前的关系 
"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是摆脱不了服务职

能的"。"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正在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
更多服务和支撑[7]。市场的经济逻辑逐渐被广泛的接受。"在当前市
场经济发展之中，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动，从实
质上而言就是一场人才质量的竞争，而应用型大学重要的功能作用
主要在于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被市场所接受并需要的“产品”，即
人才。这使高等学校人才的重要经济价值属性显得尤为重要，以用
人市场需求为培养导向的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将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 

2.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 
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企业招不到人才，或者招到但不满意，

又或是离职率高，而另一方面应届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高校面临
就业率压力。这种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下，需要高校主动对企业的
人才需求进行精准定位，以用户导向来培养人才。 

2.1 用人不满意。企业期待与应届生实际能力差异如下： 

 

倍智-2018 年应届生画像白皮书——企业期待与应届生实际能力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到，2018 届应届生最稀缺能力是“认真负责”，

说明应届生在踏实工作，对工作负责方面与企业的期望还有较大差
距，企业希望应届生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团队合作、客户导向也是应届生比较稀缺的能力，表明应届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和从客户出发的意识还没有达到企业的要求。 

 

倍智-2021 年应届生画像白皮书——应届生整体画像 
根据倍智-2021 年应届生画像白皮书中显示，应届生整体画像

中“责任心强”、“学习能力突出”和“任务执行能力强”是应届毕
业生的优势，“责任心”相比 2018 年有了明显的提升；而弱势是“以
自我为中心”、“宜人性较低”、“不爱社交活动”、“人际关系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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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强”、“偏执、敌意人群”、“成就欲低，只追求个人成长，不求
功成名就”。 

企业普遍认为当前大学生在进入职场之前并没有调整好心态，
对于自身定位不合理，在择业问题上过于挑剔，有不切实际的就业
期望，又缺乏一定的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从自身实际情况出
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盲目跟风，追逐所谓的热门地区、行
业和岗位，从而错失了获得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机会[8]。 

2.2 企业留不住。根据倍智的调查发现，近五年平均应届生实际
离职率占 21.3%，而有离职意愿的却高达 72.7，说明有超过一半的
应届生虽然留在公司，但也有很高的离职意愿。造成这一现象的内
部因素主要有：应届毕业生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对职业
发展方向感到迷茫”、“难以融入新团队”、“难以适应组织文化”、“难
以快速掌握工作技能”9。 

3.造成供需差异较大的原因分析 
3.1 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定位不够精准，人岗匹配度不高 
人才培养方案是指“高等学校根据歌层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与

培养对象特点指定的事实培养的具体计划和方案”，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者是高校[7]。目前应用型高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体系的传统逻
辑是，学校的办学历史沿革→办学定位→结合具体办学条件→人才
培养方案。这种逻辑是从生产者角度出发，具有突出知识导向和理
论导向的特点，往往在课程中理论基础课占比较高，忽视实习实践。
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虽然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较扎实，
但是往往缺乏实践应用能力和职场适应能力，导致应届大学生在就
业时很难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这种人才培养方案的架构逻辑导致
高校对高速发展的职业世界的敏感性、适应性较低，反应迟缓，从
而造成培养人才不够精准、人岗匹配度不高的现象。“产品质量”与
社会需求发生错位。 

3.2 国民经济大幅提升，学生家庭背景决定了其工作价值观的改变。 
2021 年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普遍是 90 后甚至 00 后，而根据国家

统计局与 2 月 28 日发布的 2021 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显示，我
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 年人均生产总值突
破 8 万元。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也已经实施五年，已全面实现脱
贫。这一代的多数大学生在基本的生存和生理需求能够得到基本满
足，“实现自我”成为了他们在职场中最看重的价值观之一，这也是
多数大学生进入职场打拼的重要理由之一，但如果在职场“实现自
我”的意愿不够强烈，便很容易无法坚持，容易放弃，从而导致离
职率较高；另一方面，相对闭塞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家庭的过度保
护和丰富多样的网络世界也造成了他们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不强。 

3.3 学生的职业生涯和就业意识成熟度较低。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统计调查与研究.于真仪”的论文中，在

对在校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中显示，大学生对自我了解
层面（包括自我现状评价水平、职业兴趣、性格、技能及价值观等）
的认识低于实现“符合”的中等水平，表明学生不够清楚自己擅长
的、热爱的和追求的是什么，以及学习和工作是为了什么；在职业
探索和决策部分的得分远低于实现“符合”的中等水平，说明学生
普遍存在"光说不做"，缺乏行动力，只意识到其重要性，但缺乏明
确的职业目标，缺乏具体行动力。 

4.探索核心问题的解决之路——用户思维 
用户思维，简单来说就是“以客户为中心，针对客户的各种个

性化、细分化需求，提供各种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用
户至上”做到“顾客就是上帝”[9]。 

用户思维的三个核心是：第一，“用户至上”；第二，目标用户
需要什么？用户想解决什么问题？第三，如何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
所以，高校需要明确的是企业最需要的是怎样的人才？企业找人是
要解决哪些问题？所以，“如何来培养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是高校
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4.1 打通产学研数据，定制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概念来自于经济学范畴，指依托大数据技术，将海量

的用户相关信息进行拆分与整合，形成记录用户偏好与需求的标签
并逐渐填充用户角色，以呈现完整的用户群体特征。用户画像改变
与产品结构调整息息相关，清晰的用户画像能够帮助生产者掌握客
户的“真实”需求。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将此概念运用到企业招聘
中，即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企业用人需求，清晰呈现人才特
质需求，以便于辅助企业招聘和培养才人。 

根据倍智-2018 年应届生画像白皮书中显示：“认真负责”、“团
队合作”和“客户导向”为应届毕业生最稀缺的三大能力。 

 

倍智-2018 年应届生画像白皮书——企业期待能力梯度图 
4.2.对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企业考核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倍智

基于 35 万岗位优秀应届生测评数据，得到以下主要类型岗位序列优
秀应届生的画像： 

岗位类型 能力画像 

销售类 抗压能力、行动为先、强于创新、善于社交、充满活力、换位思考、喜欢充实有趣的工作，希望创造商业利润 

产品类 善于创新、行动为先、抗压抗挫、强于分析、充满活力、想法坚定、喜欢多样性的工作、喜欢充实的工作 

市场类 抗压抗挫、善于创新、强于行动、乐于交际、活力充沛、换位思考、喜欢灵活的工作、希望获得成长的机会 

财务类 抗压抗挫、认真负责、强于分析、客户导向、注重细节、讲究条例、喜欢充实的工作、希望创造商业利润 

人力资源类 抗压抗挫、善于社交、乐于合作、行动为先、善解人意、活泼外向、喜欢充实的工作、注重成长机会 

技术类 专业能力、思考力、研究能力、抗压能力 

企业对管理类、行政类岗位的考核，主要集中在通用能力、个
性品质方面；对于专业技术岗位的考核，主要集中在学习成绩、科
研项目完成情况、论文发表等方面。以上八大类岗位画像能够为高
校和在校招生提供提高能力的侧重点依据。 

5.具体做法 
5.1 统筹高校、企业与大学生三方互动机制，打通三方“任督二脉。 
企业需要高校的智慧和人才，高校需要企业的丛林法则，学生

需要提前适应社会。 
5.1.1 鼓励企业进高校，让高校和企业“近距离接触”，提前培

养“感情”。 
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从“产品思维”转换为“用户思维”，即从人

才市场需求出发，基于成本与收益比来开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与
评价标准。 

 

以用户思维为导向的人才市场、学生与高校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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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企业参与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改革甚
至教学。培养与企业所需能力高度匹配的应用型人才。 

5.1.1.2 提供实习实践平台及实训指导。鼓励企业在学校开展该
专业领域的学科竞赛，选拔高技能人才和有含金量的项目。与“智
联招聘”、“实习曾”等招聘实习平台强强联手，提供线上实践项目、
线上实习和职业能力培训等机会。让学生能够更多获得实习实践和
求职机会，另一方面也能高效推进招聘进度，优先获取人才。 

5.1.1.3 场地及设备共享。让学生走出去，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场
地、仪器设备等；让企业走进来，鼓励企业到高校设立车间、科技开
发部、建设生产流水线等，构建校企共享实训场所等。学生如果在毕
业前就充分了解了企业，喜欢上企业，还能在企业找到价值；企业也
可以缩短培育时间，节约用人成本，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 

5.1.2 鼓励教师进企业。制定高校专业教师与合作企业的高层技
术人员之间、高校管理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之前“上挂下派”的机
制，在工作量考核和职称评定上予以充分体现。 

5.1.3 鼓励在校学生进企业 
根据对应用型大学四川文理学院 200 名有实习经历的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共收到 188 份有效问卷，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选项 
是 

（%） 
一般

（%）
没有

（%）

更深层次体会到工作的含义 60.5 30 9.5

更深层次地体会到工作的价值 58 27 15 

更深层次地了解到实际工作世界 42 44 14 

改变了择业观 56 30 14 

提高了团队合作能力 54.3 25 20.7

提高了处事能力 74 16 10 

弥补了专业知识的薄弱 41 33 26 

提高了应变能力 60 37 3 

体会到了职业的成就感 30 53 17 

提高了自我效能感 50 27.6 22.4

更懂得了以客户思维为导向 67 23 10 

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提升 62 31.5 6.5

人际沟通能力得到提升 72 20 8 

抗压能力得到提升 48 31.5 20.5

创新与思考能力提到提升 66 30 4 

制定了长、中、短期职业目标 52 28 20 

制定了行动计划，行动力有明显提高 66.5 20.4 13.1

由此可见，学生在实习过程培养起了自我审视、自我剖析的能
力，认识也变得更加客观理性。在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过程中，
原有知识在不断进行转化，通过快速的输出、输入，使之理解得更
加透彻。从另一方面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习实训
是对所学知识的系统性检验，职业技能得到锻炼的同时进行查漏补
缺，拓展其知识范围。改变以往学生对学校老师、对同学、对某一
教材的依赖，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减少面临未知事物时感到
的恐惧和焦虑。改变以往学生一劳永逸的观念，树立终生学习的理
念，才能更好的融会贯通，应对自如。并对团队协作有更透彻的理
解，提升人际沟通的能力，利于学生职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此外，
实习实训锻炼了他们的大局观、执行力，培养了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所以，应用型高校应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学需对应”，有针对
性地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知识转化与嫁接能力、技能应用能力和
社会适应能力，保证学生所学精准对接企业所需；以实习实训促进
学生真学、学会、会学和会用，改变以往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转
变为多方面教学实践互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竞争力。 

5.2 创新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学 
5.2.1 去中心化，将课堂“主角”交给学生。教师从主导者、推

动者、领导者角色转换为组织者、陪伴者、启发者。学生利用“玩”
卡牌工具、角色扮演、测试软件应用等工具探索自我兴趣、能力、
价值观、性格等。学生是主角，学生对自身的深度了解和职业目标
的能力需求以及精准定位最终要由学生自己在体验中过程中发现并
解决。 

5.2.2 交互体验教学，从“一对多”到“多对多”。一方面是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如成立六人左右小组，在小组内分享、完成
任务等，或小组与小组之间进行比赛、互评等；一方面，是学生与
老师的交互，利用“智慧树”等平台课上弹幕互动，课下完成作业、
分享感悟、提建议、困惑等；一方面学生与企业的交互，利用“实
习僧”等平台，采用模拟面试、“HR”看简历、走进招聘会汇报等
模拟演练。 

5.2.3 项目式教学。项目式教学是老师在课前布置项目，如生涯
人物访谈、职业生涯规划书写作、模拟面试等，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在课下或者课中完成，完成后仍以项目小组为单位，进行成果汇报
展示。而项目评定打分也交由各项目小组互评，教师全程扮演“组
织者”的角色。这种教学方式能促教学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让教学从单一的课堂变为“多维”的课上与课下像融合、学生与学
生之间相配合，学生与社会之间相链接。将理论放到实践中理解体会，
将解决问题放到自我发现问题后，将学习积极性放到竞争中激活。 

5.3 培养创业意识，反向带动就业 
5.3.1 普及大学生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改变就业格局。创

业和就业之间存在函数上“一对多”的关系，可采用灵活的教学方
式逐步摆脱死板的课堂理论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动手和动脑能。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能
够逐步形成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10]。 

5.3.2 用创业带动就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
质量的就业”、“创业带动就业”，强调“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11]。2009 年、2010 年、2011 年三届大学
毕业生创业率分别只有 1.2%、1.5%、1.6%，远低于欧美这一比例在
20%至 30%左右。但从长远来看，在大学培养的创业精神和思想意
识将会带到进入社会以后，所发挥的效能是不可估量的。创办的企
业越大越多，学生就业机会就越多。 

6.结语： 
综上所述，在人才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下，高校主动以用户导

向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此，应进一步根据不同行业、
不同岗位的企业用人需求，定制用户画像，打造“产学研”平台，
统筹高校、企业与大学生三方互动机制，推动学生与企业之间供需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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