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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高校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有效性路径
葛 英1 程 方2

1.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2.西安市雁塔路小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就业作为民生工程的根基，高校的就业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着民生和社会稳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

发展，积极探索和构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就业指导体系是当前高校所面临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一项稳定民生、促进

发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详细的阐述了当前影响高校就业指导的因素和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策略，从而为进一步提高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的服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从而为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奠定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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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 Teaching Path of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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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employ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stabilit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ctively exploring and building an employment guidance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s a new topic fac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ask to stabilize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do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factors and current situation that affect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and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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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高校高质量就业的因素

1.1毕业生就业的基本形式

截止到 2020 年，我国毕业生总人数突破九百万大关，
伴随着国内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对毕业生的需求也有所下

滑。其次则是求职的受限，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渐增加，

大部分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都愈加严峻，导致毕业生的就业
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极大地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

质量。
1.2毕业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双向选择就

业模式基本确立，大学生在就业和择业过程中无论是竞争

意识还是竞争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加强。对职业的
选择已经成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近

年来，随着职业指导教育课程的开展，学生的就业观念得

到了长足的进步。部分待就业学生更加强调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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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自我的提高和发展。但仍然有部分学生在就业过程

中，缺乏必要的社会价值，对于职业的价值取向存在一定

的矛盾，在择业过程中容易出现眼高手低的问题，从而对
就业生的择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高校的专业设置

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需要符合市场发展的需求，尤其
是要满足社会生产或社会服务一线对于人才的需求。因此

高校在设置相关课程的过程中，要以“技能型”或“工程性”
为导向，既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也要结合本校的办
学特色。

1.4职业发展规划不明确

学生在学习期间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不够清晰，对
自身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认识不够充分，尤其是部分学

生在步入职场后并不能及时转变态度融入职场，因此需要

高校在开展就业指导课程时及时进行疏导。
1.5求职方式欠缺多样性

对于高校而言，制定详细的就业指导课程是帮助学生

从校园向职场过渡的重要方式。但部分高校在开展相关课
程时，对学生可以从事的岗位引流不够，无论是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的咨询还是个性化就业的定制服务的有效性都



教育与学习 4卷 10 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46

比较低。而招聘会是学生的主要求职渠道，但在实际中，

招聘会并不能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求，因此还需要学校在

招聘方式上更加多元化。
2 高校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有效性路径研究

2.1高校角度
2.1.1明确高校的办学定位
高等教育承担着为社会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任务。因

此高校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要清楚自身的社会定

位。因此在开展相关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过程中，要突出
自身的办学特色和职业特色，不盲目跟风进行人才培养，

充分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立足当地的经济发展，加强校

企合作办学模式的开展，从而打造出一批具有高效特色的
品牌专业。

2.1.2拓宽就业渠道，稳定就业局势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始
扩大招生规模，重点专业几乎都面向着临床医学、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以及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民生急需的专业

倾斜。同时第二学位教育的扩招，“大学生村官”“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等基层项目的开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大学

生就业效率。对于高校而言，在这些基层项目开展的同时，

高校更应该做好后续的服务工作，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
开创适合学生毕业就业的科研岗位助理，同时积极利用互

联网的性能来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从而推动赛事结

果的转化和产学研的紧密结合，为高校的发展和学生的就
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2.1.3夯实学生基础，打造核心竞争力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首先要构建合理的教学理
论体系，让学生能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文理知识，在

张扬个性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为学生

日后的成长和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还需要培养大学
生的理论功底，通过积累扎实的专业知识，培养较高的职

业素养，来打造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社会对高校的认

可程度。
2.1.4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市场的需求和发

展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并根据市场来调整自身人才的培
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一方面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已经不能

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高校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不

断优化和调整自身的课程设置，从而提高专业的时效性和
应用型，从而达到完善学科体系的目的；另一方面高校还

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和自身的办学特色来增加新的

专业课程，并对需求量较大的专业进行扩招。总而言之，
在人才培养方面必须要与市场的需求相结合，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
2.1.5改善课程教学模式，优化课程设置
设置特色课程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同时也

是高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改善课程设置和课

程教学情况，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开

展专家访谈；二是在学生设置相应的工作室；三是通过不

同的活动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创新活
力；四是开展“模块化”“项目化”教学，提高教学力度；五

是创新教材的建设机制，编写符合自身特色和发展的教

材，从而更好地促进高校的特色发展。
2.1.6深化工学结合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

教学课堂“职场化”，教学内容“项目化”，考试内容“技能
化”等方式来与当地的大中型企业做好联动与合作，共同

建立实训基地，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不断提高

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2.1.7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保障教育教学的质量，必需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

设。在工学结合的模式下，将企业的能工巧匠引入到教学
的一线，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加

强双师型教学队伍，还需要不断加强高校的办学质量，争

取做到质量规模的统一协调发展。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还需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

职业素养，通过鼓励教师参与到企业研发之中，来提高教

学实践。
2.1.8加强对毕业生的跟踪调研

在学生完成学业后，高校还需要及时对学生的就业情

况进行跟踪和调研。通过对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岗位和学
生业务能力以及薪水待遇等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对就业

质量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同时还可以邀请优秀的毕业生

返校来交流经验，从而切实了解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情况，
并未母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于母校能

够及时地调整教学进度和专业课程设置，不断改进教育教

学方法，总结经验，从而在根本上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和
就业效率。

2.1.9拓宽就业定制服务，增加实习见习机会

对于学生而言，初次就业是学生人中的重要节点，因
此高校需要在学生正式入职之前，加强学生对专业的认

识，为学生步入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高校还需要提

高自身的求职服务，这主要是由于求职服务关系到学生的
就业结果和就业质量，需要高校在求职服务中对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的规划自身未来的

发展。
2.2毕业生个人角度

2.2.1及时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对于毕业生而言，尽早的制定自身职业生涯规划能够
更好地帮助自身树立远大的目标并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

毕业生需要明白自己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并在每个阶

段是否实现了自己所制定的职业目标，并根据自身的发展
现状来及时的修改和整合规划设计，从而促进自身的发

展，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向。



教育与学习 4卷 10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47

2.2.2锻炼自身的职业核心竞争力

学生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不仅要及时地了解自身今

后所要从事的专业和领域，把握当前的就业形势，不断培
养自身的工作责任感和职业意识，同时还需要尽快适应自

身的角色转化，节约求职成本，提高自身在就业竞争中的

核心竞争力。
2.2.3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毕业生在校学习的阶段中，首先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

识，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各种实践机会来获取岗位所需要
的相关证书，并根据职业资格评估对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及

时进行评估，加快自身角色的转变，不断积累经验，为自

身的发展和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2.2.4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心理

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来看，改进教育教学方式，促进德

育教育进入课堂，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
心理的培养。同时开展相应的文体活动和社团活动还能够

更好地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从而充分发挥环境的育人功

能，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将职业道德和职业心理融入到人
才培养的每个环节之中。

2.2.5合理的就业观念

合理的职业价值观念是要求学生做好自身的职业定
位，明确自身的就业目标，不盲从、不攀高、不随波逐流，

真正做到人和岗位的匹配。基于此高校可以通过开展理解

毕业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分享活动，来为即将毕业的学生端
正就业观念，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并提供

最新的就业信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效率的印

象因素多种多样，但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只要不断
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了解当地的发展水平和

发展需求，就能够满足学生的就业要求，提高就业质量。
3 结论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无论

是高校还是社会都需要给学生更多的实习和见习的机会，

加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学

生与高校的共同发展。同时政府还需要完善毕业生就业制

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形

成良好的人才观念。对于学生个人而言，不断提高自身的
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才能够在就业竞争中夺得一席之

地。对于高校而言，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就业指导服

务，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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