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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导向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王文颀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也开始普及，面向大众化进行

招生。而且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质量要求也逐渐提升。

由于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各高校要遵循以学生为本

的原则，积极探索就业管理的新模式，给予大学生强有力的就业指

导，促进他们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帮助他们顺利地走上工作的

岗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高达

909 万人，同比增加 35 万，再创历史新高。疫情导致留学生回流，

竞争也开始日益白热化发展。疫情影响仍有不确定性。目前中国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形

势并没有得到缓解，疫情的发展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校园

招聘岗位数量有所减少。据统计，截止 3 月 16 日，24365 校园招聘

服务面向 2021 名高校毕业生已举办 25 场专场招聘会。参与企业

7.5 万＋，提供岗位 256 万＋。2020 年 2 月 28 日自 24365 校园招聘

启动一周，便已推出 200 多万岗位。新领域新业态从业人数增多。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参与共享经济的

平台从业者人数，2015-2020 年增加 3400 万人，年均增长率 9%。

新就业形态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不容忽视

的就业群体，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蕴含着巨大的发

展动力和潜力。 

部分群体就业难度持续增加。在众多的职业中，却仍旧有部分

群体"无业可就"。今年岗位竞争激烈，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一方

面是去年待业的毕业生的累计，此外还有留学回国的学生，就业难

度持续增加。高期望与慢就业加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生

就业观念发生了转变，已经从"要找到一个饭碗"转变成"要找到一个

金饭碗"。不着急找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长和学生本人对工作

期望值高。既然一时之间无合适工作，更多的家长宁愿选择让孩子

继续深造。 

经历了 2020 年的疫情，在对未来市场环境预测不利的前提下，

很多企业为了生存，采用“断尾”的方式求生，即采用裁员的方式

来消减成本压力，缩减校招名额。近年来，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压

力日益增大，成都、西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则频频提供户口、优

惠购房、补贴等政策，一些高校毕业生开始“转投”新一线城市。

虽然大部分毕业生都希望留在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工作，因为这

里的经济相对发达，薪资高，生活条件优越。但是，目前最需要毕

业生的却是边远地区、中小城市、艰苦行业的基层一线中小型单位。

而且去了这些地区的毕业生流失情况也特别严重，形成了“要不到、

分不来、用不上、留不住”的恶性循环。 

二、高校大学生管理工作的特点 

学生的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过程

中，各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大学生的数量增多了，从而学生综

合素质出现了很大差异。具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学习基础，无形中

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网络环境中学生管理工作

难度性增强。一些大学生缺乏一定的自律能力和辨别能力，很容易

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不能自拔，还容易受到一些网络思想的影

响和诱导，从而出现一些极端的言行，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甚

至是荒废了学业。成长环境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大学生生

活在优越的环境呈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特点，这与他们的成长环境

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家庭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对学

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校园学习环境对学生的成长影响

也不能忽视，尤其在大学生的管理工作中要特别重视这一点。 

三、就业导向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举措 

1、积极转变就业观念 

在大学生管理工作中，就业指导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

教师一定要重视存在传统就业观念的学生，并给予耐心、深刻、全

面的纠正和指导，帮助学生客观、准确的认知自己，树立起正确的

择业观念，以免学生固守观念，错失就业机会。在高校的大学生就

业指导工作中，一定要注重灌输新的就业观念，保证学生在新的历

史发展时期具备新的就业观念。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肆传

播，我国实施了较为严密的防控措施，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

严重影响，无接触、网络远程办公已经成为特殊时期人们新的工作

方式，这不仅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疫

情防控过程中的最佳选择。针对这种情况，高校的就业指导也要紧

随社会的发展变化，向学生灌输线上择业和线上就业的工作观念，

帮助学生学习数字化的专业课程，让大学生在信息技术学习和运用

过程中，不断更新就业观念，为实现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2、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 

专业能力是职业发展的前提，也是大学生就业的前提条件。应

届毕业生就业时首先被重视的和需求的就是专业能力的强弱。应该

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对于综合素质，学校可以

开设多种类型的选修课程、大型比赛活动、专业讲座等活动。给学

生的选修课程需求一定的学分，比如创新创业类、人文社科类、自

然科学类、技术技能类等等方面的课程，有学生根据自身爱好去进

行选择，在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会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在学习

专业课知识之余学会了其他知识技能，这对于日后的就业方面自身

的竞争力也是一种锻炼，学校也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创新创业的

比赛项目，全国性、全省性、或者是在学校组织鼓励大学生参加，

参加这种比赛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锻炼，也是在简历上面的一

个加分项。通过提高学生多方面综合技能，培养学生就业所学要的

能力，提前积累经验,更多方面的综合技能定会为高校学生在就业时

增加学生的个人魅力，从而顺利就业。 

3、积极开展专业实践活动 

在对于高校对学生工作管理方面，可以鼓励学生去参加实习，

积累经验。组织大学生实习与实践，帮助大学生进入职场前，感受

行业的要求，明确努力的方向，在真正毕业面试就业时根据实习中

积累的经验去面对各种问题。鼓励大学生在就读期间去实习工作。

学校邀请专业方面有卓越成就的社会人士来校和学生交流探讨，开

展有关的见习讲座，分享成功经验，以及对于职业的规划，是如何

选择这个职业，努力的方向，该如何努力等等经验问题。从而给大

学生提供一个借鉴的模板，帮助毫无头绪的学生指明方向，对自己

的专业与职业规划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和精准的定位。学校管理应该

为大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保障和支持，消除在实习过程中的障碍问

题，不断鼓励在读学生勇于实践叫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实习平台和学

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