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之探索
王 健 冯玉桃

南昌师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2

【摘 要】：进入新时期，高校不断加强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相关的融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提升就业

指导教育深度。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就业指导教育先进性，并加强就业指导教育最终成效。本文主要围绕“新时期高校思政教

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的意义”、“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的路径”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重点探究高校思政

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之间的融合路径，希望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活动”与“评价体系”，突出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对学生

的影响，助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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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面对就业问题时，既需要掌握一些就业方面的

技能、经验，也需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从这个角度来说，

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相融合，非常契合学生需求。关于

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之间的融合问题，有些高校教师已

经在行动，并取得一些成绩，而有些高校教师还在摸索方式

方法。积极探究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问题，旨

在打开思路，从不同视角出发，帮助高校教师找到适合的方

式方法，促进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工作，真正为广

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1 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的意义

1.1 提升就业指导教育深度

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挖掘

深意、提升格局，树立新时期就业指导工作深度。具体来说，

在传统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相关教师主要围绕就业市场

展开，侧重于形势分析，很少进行深度挖掘。融合思政教育

理念之后，高校教师的个人认知有所提升，开始关注就业指

导教育的内涵，探索就业指导教育的社会意义，致力于构建

更加有深度的就业指导教育体系。除此之外，随着思政教育

与就业指导教育逐步融合，高校教师将“推翻”、“重塑”，重

新构建新时期就业指导教育体系，设置融合型教育目标和教

育流程。这样的转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高校就业指导

工作流于形式[1]，有利于相关教师细化就业指导工作，抓住

就业指导工作的重点，突出就业指导工作的深度。

1.2 保持就业指导教育先进性

思政教育倡导“与时俱进”，正是这样的先进理念，带动

着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促使就业指导工作更先进。具体来说：

一方面，融入与时俱进的信息。在思政教育体系中，讲究与

时俱进，强调与时代接轨、与国际化接轨。在思政教育的深

入影响下，高校就业指导教育也会融入一些与时俱进的信

息，比如说，“新时代就业市场格局分析”、“新时代新兴工作

岗位技能分析”、“新时代跨界人才综合素养分析”等。这说明，

思政教育的介入，可以打开高校就业指导教育的范围，保持

相关工作的先进性；另一方面，重点突出创新素质。在高校

思政理论中，涉及众多与创新相关的理论，比如说，“开拓创

新”、“推陈出新”、“大胆革新”等。受到这些理论的激励，高

校教师在设计就业指导教育体系时[2]，也会重点突出“创新”。

这对即将就业的学生来说，非常实用。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机会。

1.3加强就业指导教育成效

基于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双重“合力”，高校就业

指导工作将取得更大进步。具体来说，受到主观思想观念的

影响，在传统的就业指导教育中，有些高校学生参与积极性

不高，认为就业指导教育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能折射到现

实生活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与思政教育结合之后，高

校学生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进步，学生会透过一些先进的

思政精神，如：“职业道德”、“集体主义”、“爱岗敬业”等，

意识到就业指导教育的丰富性、重要性，认真投入相关学习。

这样一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将取得更理想的成效[3]。除此

之外，面对就业指导相关学习任务时，有些高校学生侧重于

理论，将理论学习等同于就业指导学习，缺乏一定实践精神。

渗透思政教育之后，高校学生可以在思政理论的引导下，深

刻理解“实践出真知”，踊跃参与各种有意义的就业指导实践

活动，集中精力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为将来就业做好一系

列准备。

2 新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的路径

2.1组织“思政教育+就业指导”理论学习

高校教师可以从理论切入，组织丰富多彩的“思政教育+

就业指导”理论学习。具体来说，高校教师可以按照讲座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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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置不同主题，举办“思政教育+就业指导讲座”，如：“思

政教育下的就业指导路径讲座”、“思政教育下的就业指导精

神讲座”、“思政教育下的就业指导趋势讲座”等，渗透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表彰讲话内容，让青年学生意识到“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激发广大青年学生基层就业的决心[4]。除此之

外，高校教师还可以通过论坛的形式，抛出不同话题，比如

说，结合七一表彰，探讨“如何在思政教育中汲取就业指导知

识”、“如何在思政教育中提升就业指导能力”、“如何在思政

教育中强化就业指导目标”……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

容，将个人职业规划与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结合起来。

2.2 开展“思政教育+就业指导”实践活动

为了更好地促进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融合工作，高

校教师可以共同策划，构思一系列“思政教育+就业指导”实践

活动。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校园环境内。结合校园实际资

源，不同专业的教师可以相互配合，组织“校内思政教育+就

业指导实践活动”，如：“集体主义视角下-跨专业职业技能竞

赛”、“创新进取视角下-跨专业管理技能竞赛”、“为民服务视

角下-跨专业服务技能竞赛”等，贯彻思政理念，提升高校学

生对职业目标的理解，指导高校学生树立更细化、更完整的

职业规划；另一方面，在校外环境中。以校企合作为纽带，

高校教师可以逐步拓宽活动范围，组织各种各样的“校外思政

教育+就业指导实践活动”，比如说，“爱岗敬业与个人发展职

场调研”、“合作共赢下跨部门项目模拟展示”、“发挥工匠精

神·挑战职业技能竞赛”等，带领高校学生多接触职场环境[5]，

对职场环境建立更具象的认知。

2.3建立“思政教育+就业指导”评价体系

通过评价工作，高校教师可以打通师生互动渠道，更好

地巩固、提升“思政教育+就业指导”工作成效。具体来说，从

学生“知识储备”出发，高校教师可以设置“思政教育+就业指

导知识型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知识储备，指出学生知识结构

中的优势版块，以及薄弱版块，鼓励学生广泛接触跨专业知

识，不以专业为限制，而是以就业市场为方向[6]。从学生“个

人素质”出发，高校教师可以开展“思政教育+就业指导素质型

评价”，细化学生平时的各种素质表现，如：“考勤表现”、“团

体活动表现”、“实验研究表现”、“公益实践表现”等，提醒学

生关注个人素质表现，从素质层面严格要求自己，并指导学

生制定“个人素质提升计划”，以良好的个人素质，迎接未来

的职场竞争[7]。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新时代背景，高校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

教育相融合，具有多方面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促进两者融

合，高校教师要打开思路、加强执行力。具体来说：（1）

组织“思政教育+就业指导”理论学习；（2）开展“思政教育+

就业指导”实践活动；（3）建立“思政教育+就业指导”评价体

系。与此同时，高校教师还要认真搜集学生反馈，整理学生

提出的各项建议，从学生视角，对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

进行优化，突出两者的融合价值，真正起到教育学生、引领

学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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