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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些年高职院校越来越大力度的扩招，单凭高职毕业生的身份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而在毕业前考取

与本专业对口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很好地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获得职业资格证

书代表学生的职业能力已经迈过了就业门槛，拥有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或一专多能。高职院校应大力鼓励

学生在毕业前关注与职业期望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引导他们提升自我职业素质与能力，以便他们能经受

住职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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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愈来愈大的就业压力，职场对应届大学生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职业资格证书不同于毕业证书，它更能
反映学生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认知情况，面试官在考察高职
大学生专业能力时也习惯“以证论英雄”，于是当下越来
越多的高职院校内部都刮起了“考证风”。高职院校应顺
应职场要求，鼓励学生在校园内将课余时间利用起来，通
过考取证书来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最终达到提升毕业生
就业质量的目的。 

1  高职大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现状 

1.1  考证热潮涌现，但社会认知仍存在偏差 
所谓知识与能力并重，毕业证书更多体现了学生的知

识积累、学历高低，而职业证书则代表了学生的职业能力、
专业技能。在校园中获取职业证书可以帮助毕业生更加顺
畅地度过职业适应期。当下，在高职学习阶段考取专业相
关的资格证书已经成为大学生间的一种共识，例如，教育
类专业的学生肯定会考取相应阶段的教师资格证书；财会
类专业的学生则会考取会计资格证书。但考取这些证书势
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还需要投入或多或少的金钱来完成
培训。同时，老一辈父母长辈大多对这类证书缺乏了解，
轻视他们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学生在权衡中选择放弃考
证。这种社会认知的偏差由来已久，难以消除，往往导致
学生在毕业后处处碰壁，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 

1.2  院校课程与证书培训脱节，教学评价中忽视
证书价值 

高职院校在近些年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才显示出蓬勃
的生命力，当下其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大多只围绕着基础
理论讲解和专业技能培训两方面，与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
知识侧重点和评价方式方法都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就导致
学生明明是考取和本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却像是在
学习一门新课程，导致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通
过校外或网上的辅导机构来进行培训，造成高职院校自身
教学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学生对院校专业课程的排斥不
喜。同时，在学年末进行学生教学评价时，很少将职业资
格证书列入评价考量中，只有将职业资格证书变成学分、
毕业教学考核内容中的一大因素，学生才能更加积极地投
入到参加专业技能提升、职业资格考取的行列。 

1.3  职业资格证书分类过乱，认证程序缺乏合理
性 

虽然职业资格证书能给毕业生增加就业竞争砝码已

经成为共识，但当下的职业资格证书存在分类过乱的情
况，除去全国性的职业资格证书，还有许多劳动部、教育
部、甚至各类商业协会等认证承认的证书。这就导致学生
难以认清每个证书的实际含金量，最终迷失在各类资格考
试的丛林中。当下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
辅导机构的培训来提升自己考证的成功率，但教辅机构多
如牛毛，大如中公、华图，小如校门外的各类私人教辅机
构。且辅导机构的收费从几百到上万不等，这就导致学生
必须节衣缩食或者勤工俭学来负担这笔额外的学费。而职
业资格证书自身的考取认证程序也缺乏合理性，有些证书
的认证费用同样高得离谱，让许多家境不好的学生望而生
畏。而且，某些证书也会出现交叉重复认证的问题，从而
导致学生对证书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影响他们考取证书的
积极性。 

2  职业资格证书对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
要性 

2.1  职业资格证书与高职院校教学目的高度契合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核心任务”，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质量专业应用型人才的
桥头堡，更加重视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和就业实践能力提
升。职业资格证书作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凭证，它对考取者
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都开展了客观且规范的甄别，确保
每个证书获得者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实践都能很好地胜任
相应的工作。职业资格证书的选拔策略和高职院校的教学
目的不谋而合，且因为证书可以体现考取者的专业知识、
技能水平，也可以作为检验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有效手
段。在高职院校中大力开展“双证书”教育，让职业资格
证书加入到院校的教学中来，可以大幅改善我国应届生专
业素质偏低、职后培训成本过高的情况，从而帮助高职毕
业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2.2  职业资格证书满足当下工作就业需求 
近些年高校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进入大学

深造的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大学生在求职时不再像以往
那般吃香。“两千块钱雇不到农民工，只能雇到大学生”，
一句玩笑式的话语揭示了当下大学生真切面对的职场环
境。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因素有数十个，而职业资
格证书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一项。高职大学生只有利用校园
时光熟练领悟工作就业所需的知识、技能等，才能在工作
后尽早独当一面。对于公路类专业而言，资格证书是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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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和工程监理的分水岭；对于汽修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则是他们进入 4S 店或知名企业的敲门砖。而对于各种商
务经管、文学财会等专业的学生，职业资格证书的地位更
是不容小觑。引导高职院校学生理性考证，可以使学生对
未来的职业有更清晰的规划和认知，培养他们爱岗敬业的
工作精神，大幅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2.3  职业资格证书契合用人单位招工要求 
当前就业竞争压力增加导致大学校园中考证持续加

温，拥有与岗位相关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应届生求职
的重要手段，可以证明他们除了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外，
还有职业技能水平这一竞争点。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社
会中不断涌现出各种新兴工作岗位，想要更好的担任这些
岗位，就需要设置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提供支持和帮助。
大学生取得的各类证书在求职时只是起了“敲门砖”的作
用，企业很难通过短短的面试了解求职者的专业素养和职
业能力，而证书就是高职毕业生展现自身经验和综合能力
的一大利器。鼓励高职大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可以有
效实现大学生体面就业，理想工作，提高其就业质量，对
健全劳动力市场，强化市场资源配置也具有重要意义。 

3  利用职业资格证书提升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的
策略方法 

3.1  加强教师专业培训，引领高职大学生合理考
证 

大学生在考证过程中往往抱有功利的心理，即劳动力
市场中最流行、最看重哪些证书，大学生就对这些类型的
证书盲目报考，并不实际考虑是否真正提升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从而也就导致了许多大学生虽然拥有很多证书
但并没有受到相关用人单位的青睐。只有学校中专业理论
水平高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们手持火把，才能引领院
校大学生合理考取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最大程度避
免考取无用证书、备考无从下手等情况出现。这就要求教
师们必须提高对一线岗位的关注，并将身子沉到实践中，
通过自身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形成碰撞，把自己
从学科教学的教师成长为教学实践一手抓的新型教师。高
职院校可以邀请专业岗位的翘楚人物来学校中进行演讲，
定期将院校中的教师派送到合作企业中进行学习调研。从
新生踏入高职院校那一天起，就开始策划他们的成长之
路。开展各种课程、讲座、研讨帮助大学生认知自己能力、
了解未来职业需求，日常教学中向同学们介绍职业技能鉴
定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流程，鼓励学生将考证和职业生涯规
划结合起来，理性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在提升自身人
力资本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对于工作岗位的应变能
力。 

3.2  加强“双证”联系，和企业合作开展实训教
学 

加强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的联系，根据专业所对口

的行业规范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在日常教学中穿插职
业技能所需的知识，甚至和各类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单位
进行合作培训，将学校的教学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并在相
关证书报名、备考、认证等程序中对学生提供相应的支持，
让学生在考证路上不再迷茫。同时，高职院校也可以出具
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分绩点考核挂钩的激励机制，为学生提
升自身专业技能，通过职业资格鉴定助力。学生在高职院
校中可以完成专业知识的积累，但“纸上谈来终觉浅”，
只有把学生放到企业岗位上接受实训，才能让学生成长为
专业实用型人才，使人才更好地满足岗位的实际要求。职
业资格证书的获得同样需要学生通过教育知识和经验技
能双重考验，高职院校可以加强和对口企业的合作，以企
业实际岗位需求出发，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优化，增加
校外实训机会，让学生在实习、实践中能够掌握理论，活
用知识。 

3.3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职后继续教育机制 
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的毕业生在求职时往往面临着

不同的境遇，许多企业因为心理偏见会规避歧视农村户籍
的毕业生，这也致使职业资格证书对于提高农村户籍的高
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更为关键。对此，国家应大力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避免不同户籍的学生在求职时遇到差别对待
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国家还应规范职业资格证书考取制
度，建立职后继续教育机制。获得专业证书仅仅代表学生
在当时拥有了合格的职业技能，无法保证他们在职后依然
如此。因此，进行职后继续教育作用甚大，例如，院校可
以根据就业与否、就业方向来为毕业生设计恰当的“职业
资格证书”计划来满足他们深造学习、专业培训和再次就
业等需求。组织毕业生在假期返校进行技能培训，鼓励他
们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依据毕业生的持证情
况及工作经历来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工作岗位。 

4  结语 

当高职毕业生拥有数量多质量高的职业资格证书加
持，无疑会帮助他们更好度过毕业求职期和工作磨合期，
提高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工作满意度。职业资格证书
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考证时对专业知识的深化
和巩固，对职业技能的领悟和锻炼。高职院校也应根据学
生的职业需要、兴趣爱好、专业需求对他们进行引导，并
发挥教学资源优势，为他们提升职业能力和个人素质提供
帮助，继而提升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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