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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性研究

刘紫玲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肇庆　526072

摘　要：现如今随着我国对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新媒体和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融合也在逐步开展，其

不仅能够加深二者的融合，还能够促进思政教育的发展以及扩大其影响力。本文基于此，简单阐述如今新媒体视域下思政

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的必要性，并对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性的现状和其所面临的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提升大学生未来竞争力、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激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我国的建设

当中，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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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和行业要求变化，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人们对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和就业率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为了提升大学生

毕业后就业率，大学院校应该基于大学生热爱网络生活及学

习的特点，将新媒体技术平台的优势运用到思政教育与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中去，以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教

育意义，同时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促使

大学生积极参与到我国社会建设中。

1. 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

的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进，新媒体技术运用愈发广泛，

大学生的思维、生活、学习等方式也随之改变 [1]。虽然新媒

体技术的运用使大学生学习知识和获取资源的途径越来越

多，但其对大学生基本价值观、就业观的影响因素也逐渐增

多，无论从大学生的职业素养方面还是就业择、业观念方面

来看，大学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产生不良的思想。其

择业选择由传统方式变为更具有目的性和利己性 [2]，例如大

学生毕业选择就业时不愿意从事部分劳动生产岗位、挑剔岗

位的优劣，缺乏勤劳致富的精神和好生活是努力奋斗出来的

信心，甚至不愿意主动参与到岗位上，只想坐享其成，如此

凸显出了大学生择业的个人主义思想。为帮助大学生建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引导大学生纠正自身对择业的目的性

和利己性，大学院校应该通过新媒体视域将思政教育与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更好的融合，将职业道德教育、精神信念教

育以及爱国护国教育等融入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中，

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步入歧途，为我国培养更多具有高素质

的精英人才，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力发展。

2. 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融

合现状及问题

2.1 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在新媒体视域

下运用率不高

新媒体是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的一个

新载体，大部分大学院校都是在思政教育课堂上穿插进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教学，所以新媒体平台在思政教育与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融合中的运用率并不高，导致二者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不够、在互联网中的话语权不高，不能为大学生的思

想做到好的引导作用 [3]。

2.2 教学方式较为单调，实践性差

首先，大学更喜欢实践性强并且轻松的教学模式，在

教学的内容上，大学生更偏向于以自身兴趣对求职技能的探

索和抉择，然而教师的教学模式单调，大部分教师都是以传

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教学的，由教师进行枯燥单

一的讲解为学生灌输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缺少对新媒体技

术的有效运用，导致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很模糊 [4]。

其次，大学生在学院内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的同时，仅通过教

师的教学指导、自身领悟等学习方式，并未能有效的历练和

实际行动，导致大学生对择业就业的实践性差。

2.3 师资力量不足

大学院校内的师资队伍建设不足，思政教育与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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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融合的根本是学院师资力量，两者的融合需要

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来对其进行引导。但是，大学院校内

的职业生涯规划教师数量较少，以至于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融合的进展缓慢。

2.4 大学生对互联网自控能力差

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现在，很多大学生迷恋网络虚

拟世界并沉沦其中，然而，由于很多大学生的自制能力差，

许多劣质和负面的信息可以从中影响到大学生的思维和道

德品质，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念受到影响、朝着不

利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大学生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具有很强的

目的性和利己性 [5]。

3. 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

的策略

3.1 强化新媒体的运用

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开展之下，大学院

校应该对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进行新的技

术运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创建思想教育与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平台，并加以宣传来扩大其影响力，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政治思想。在现在网络环

境的影响下，很多负面思想和教育也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思想

观念和就业择业观念，因此，大学院校要合理运用新媒体技

术，积极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可以通过网络党课、电子课件

等，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宣传新的就业政策以

及及时发布职业招聘信息等，让大学生能够更好的抵挡负面

信息的侵蚀，以形成更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政治思想 [6]。

3.2 改变教学方式，开展实践课堂

改变教学方式，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

的重点是需要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完善，将二者进行

有效融合，不仅能让大学生对其产生兴趣，还可以从中更深

刻的了解和学习职业生涯规划中的新知识。例如，根据现在

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网络习惯，大学院校内可以运用新媒体

技术的特点，进行短视频创作推广学习，同时也可以根据大

学生的兴趣爱好，将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入

短视频制作中。教师通过短视频教学，以学生的兴趣爱好、

专业特点以及社会需求等多方面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穿插入其中，同时将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选择和实际生活等问

题进行结合，让短视频教学能够更有效的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念，从而提升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

概念，让大学生拥有积极参与到职业生涯规划学习和实践的

兴趣。开展实践课堂，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融合

不仅需要教师的理论知识教导，还需要大学生自主实践，才

能够更好的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以及就业质量。大学院校

可以通过与周边商铺、食堂、超市等达成协议，引荐和鼓励

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主动积极参与到兼职就业中去，提前适应

就业生活，并通过在大学生兼职期间，考察大学生的就业能

力以及缺陷，从而能够更精确的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大学

生在兼职就业期间，通过劳动赚取生活费的同时不仅能够提

升自我适应能力，还可以切身体会实际的生活问题，对金钱

的使用有一定的概念，并且对自身产生更好的自控能力，倡

导大学生不再铺张浪费、提高自我素质。

3.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虽然为教师们提供了更好的教学载

体，但是也因为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融合对教

师综合素养要求更高。为此，大学院校应该要充分发挥教师

队伍的优势，不仅要加强就业教育能力，还要丰富思政教育

基础。教师在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教育时，要将

劳动模范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引入到教育中去，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目标和就业理念。同时，大学院校可以邀请优秀毕

业生回到校园内为在读大学生传递就业和创业的过程和理

念，起到榜样和目标的作用，帮助在读大学生树立勤劳致富

的精神和努力奋斗的信心，为大学生建立良好的思想理念以

及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念。

3.4 提高学生自控能力

大学院校应该帮助学生强化自控能力，可以通过与优

秀企业合作，邀请优秀企业人才进入学院内为大学生开展就

业规划讲座，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积极性，帮助部分就业能力

差的大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学会与人合作、为国家和

企业做出贡献，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心，让大学生的思维和理

念不被外界不良因素影响，从而产生自私自利的性格。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大学生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肩负着投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责任和

使命，为此大学生需要有非常好的职业道德、精神信念以及

爱国护国理念。因此，思政教育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融

合是必然的 [7]，同时，由于新媒体技术也在高速的发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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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迎来新的变化，将几者之间的优势结合，不仅可以帮

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政治思想，还可以为大学生的职业规划

教育产生一定帮助，不仅可以为我国培养更多具有高素质的

精英人才，并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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