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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
与就业创业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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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建筑行业所涉及的行业广泛，能够容纳的大学生就业人数较多。近年来，建筑行业发展有些不景气，同时，建

筑行业面临智能化转型，建筑行业职业人才需求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高校要针对大学生加强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教

育，注重大学生对于建筑行业领域就业创业指导。本文首先分析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的现

实价值与战略意义，然后分析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现状，并诊断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

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存在

问题的原因，最后尝试探索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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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不断深化，建筑行业不断深化改革，

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发生了诸多的新变化，高校要针对

大学生做好职业环境认知教育，做好就业进入社会前的准

备[1]。高校要主动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形势与就业环境，适

应新变化，实现大学生精准就业，就需要高校注重职业规

划与就业指导体系涉及，重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体系，搭建完善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搭

建校企联合培养平台，构建完善的就业创业指导体系[2]。本

文参考了一些研究文献，主要探究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

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策略。

1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

导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导具

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战略意义，不仅有助于缓解大学生就

业难的压力，而且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1.1　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2016年高校毕业生

人数达到765万人次，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95万人

次，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人次，2019年高校毕

业生人数达到834万人次，202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74

万人次，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909万人次，2022年高

校毕业生人数达到1076万人次，2023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到1158万人次，2024年高校毕业生即将达到1179人次，具

体见下图1-1。同时随着AI技术的发展，高校毕业的大学生

就业形势更加不容乐观[3]。因此，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图1-1：2016-2024年高校毕业大学生人数（单位：万人次）

1.2　增强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只有大学生拥有就业竞争力，才能实现大学生高质量就

业[4]。大学生的就业几个整理包括大学生自身的知识、技

能、才能等方面。无论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要加强行业认

知，对于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能力要得到提升，培养大

学生适应建筑行业的岗位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

实力，有效地落实自身的就业[5]。

2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

业指导现状

2.1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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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同时为了解决大学生职业规划

与就业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大学生缺乏清晰的职业

规划、求职前准备不足、自我定位不够清晰、对职场胜任

岗位的能力素质的需求不够了解等问题，采取多元化的措

施，强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专业性。

2.2　进行就业创业指导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关系到高校大学生未来就业与职业

生涯，高校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高校加强与地方

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行业等社会主题协同努力，进行职

业规划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深化产教融合理念，共同推

进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专业化、精准化。

3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

业指导存在的问题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与就业创业指导存

在典型的两大问题：一是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

认知提升与就业指导没有体系化；二是高校大学生对建筑

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指导专业度不够。

3.1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

指导没有体系化

高校大学生对于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指导

几乎没有体系，实际上大学生的职业选择离不开有效的职

业理论进行指导，大学生未来的岗位胜任能力要与其自身

以及职业环境相互匹配。

3.2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

指导专业度不够

高校大学生的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大部分工作由其辅导

员担任，辅导员所涉及的工作内容较为繁杂，难以有效地

针对大学生进行专业化的职业规划教育，辅导员自身对于

建筑行业缺乏认知，难以确保对大学生建筑行业职业环境

认知提升与就业指导专业度。

4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

业指导存在问题的原因

4.1　社会层面的原因

从当前社会大发展环境来看，建筑行业发展的经济效

益持续增长。建筑行业逐渐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度，同时由于建筑行业数智化、绿

色化、机械化发展趋势，建筑行业多需要的从业人数有所

下降[6]。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

业环境的认知难度增加，难以有效地提升建筑行业就业创

业能力。

4.2　高校层面的原因

虽然社会大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但是高校人才培养比较

传统。虽然一些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变化，调整专业，

重视专业教育，但是高校对于大学生未来就业行业环境缺

乏分析，大学生不能在就业前对建筑行业进行先前认知。

同时，高校的职业规划教育偏重理论，缺乏让大学生去建

筑行业领域进行社会实践的机会，大学生在整个大学生涯

无法有效地与建筑行业接触。

4.3　大学生自身层面的原因

就当前很多大学生的状态来看，诸多大学生对于学

业、职业、就业缺乏有效的长远规划，对于自己未来的职

业定位缺乏清晰的规划[7]。同时，大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缺

乏主动性、积极性，难以主动行动，没有积极地对接资

源，主动与建筑行业的职业环境进行调研与互动，无法了

解建筑行业职业环境新变化，无法做到建筑行业职业环境

的新适应。

5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

业指导的有效策略

高校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认知提升与就业创业指

导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部分、高校、大学生个人

协同努力，政府部门需要提升对高校大学生建筑行业职业

环境与就业创业指导教育工作的重视度，高校需要调整、

完善与落实职业规划教育与就业指导方案，大学生需要转

变择业与就业观念与提升就业综合能力。

5.1　政府部门需要提升对高校大学生建筑行业职业环

境与就业创业指导教育工作的重视度

近年来，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人才建设，但是政府部

门还要在一些行业领域给出一些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支持与

落实大学生的就业，各地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投入，整合资

源，改变建筑行业用人单位对于大学生进入建筑行业职业

环境的一些观念，避免人才资源浪费，加强就业政策宣

传，注重舆论引导，促进整个社会对于大学生就业有正确

的观念。

5.2　高校需要调整、完善与落实职业规划教育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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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方案

首先，高校的领导者需要不断的调整自身的人才培养

策略，不断的完善自身的就业指导体系。对此，高校管

理者一方面要对建筑行业用人单位用人需求进行调查并预

测，深化教育教学理念以及培养人才的模式改革，提升对

培养学生专业和综合能力素质的重视度，着重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从而使得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可以得到极大的

提升。高校领导者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并改进同就业指导有

关的工作内容，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率。高校应该鼓

励一些教师深入到建筑行业企业的一线中去进行实践与锻

炼，从而使得自身在教学时能够制定出更多能够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的教学方案。

5.3　大学生需要转变择业与就业观念与提升就业综合

能力

建筑行业领域的岗位要求是实用性强，比如建筑及建

筑装饰工程中的施工、概预算、投招标、监理等技术和管

理工作、装饰设计方面的。从当前社会就业形势来看，高

校大学生毕业生大多去往建筑企业、房地产公司等单位工

作。从岗位来看，建筑类专业毕业生可从事建筑材料、采

暖、工程预算、测量型等多方面的工作。因此，高校毕业

大学生不要总是去看中一些所谓的“热门职业”，而是要

从基础部门做起，从自己专业的本职工作做起，通过长时

间在建筑类企业工作来不断的积累属于自己的工作经验，

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

潜能。

6　结论

总而言之，当前高校毕业大学生就业难局面比较突出，

因此，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需要社会、高校和大学生个

人共同努力，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环境认知教育，注重搭建

平台，整合资源，引导大学生对建筑行业职业环境有清晰

的认知，并且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就业创业能力，从而实现

自身的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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