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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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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各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均对人才专业能力、实操技能等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引起各高校重视，并从人

才培养方面入手，选择校企合作方式，不但能明确高校育人目标与学生就业创业方向，而且还能满足各企业用人需求，为企

业提供大量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以此为基础，提前引导学生参与实践就业创业领域中，经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建设

与实施，为学生未来发展做好规划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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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众多高校均对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建

设工作引起重视，出发点落实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在此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教师队伍则发挥育人职能，经过专职教师

多年工作经验总结，在不同时期中均为学生做好就业创业规

划，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与发展目标，进一步完善学生精准就

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内容，培养社会需要、行业认可、企业

能用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1 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建设必要性

从实践就业创业方面考虑，经学校为学生们所提供的各

项服务工作，可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们明确未来发展目标与

方向，精确定位自身就业创业工作岗位，增强学生满意度，

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引导学生参与实践，通过实践工作获得良

好成效，有效增强学生自信心，增强学生就业创业稳定性[1]。

例如：在学生就业创业意向信息数据分析与工作岗位匹

配过程中，要削减信息筛选时间，提高学生离校求职率，始

终都能以满足学生就业创业需求为主，才可保证高职院校育

人工作质量。从客户角度出发，对学生就业创业管理中的信

息资源分析，能真实地反映出高职学生就业创业突出问题，

经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的正确指导，及时梳理育人理念，为学

生指明就业创业方向，发挥较强的引导作用。

2 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建设要点

2.1 专业建设

为保证校企核心方式得到良好拓展，需高职院校能依据

当前市场人才竞争形势调研分析，保证体系要点中的专业建

设有较强针对性。其一，广泛听取多领域的建议或意见，要

求合作企业代表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活动中，邀请专业建设委

员会监督、指导，编制完善的专业课程体系，结合行业结构、

职业岗位及时调整及完善体系内容，为后续育人工作开展奠

定良好基础；其二，课程开发由校企共同完成，洞悉市场及

行业发展实况，明确基础课程、核心课程，讲究基础知识与

实践技能充分融合，有利于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其三，校

本教材开发，出发点落实在工作岗位中，依据工作任务与职

能开设课程，经企业负责人实践参与，可从企业用人角度及

标准做出严谨评价，保证人才定位更精准，提升学生就业创

业竞争力。

2.2 师资建设

先组建专业化的课程教学队伍，由企业人员、校内专职

教师、行业专家等组成，既可以对教师资源整合，又可在实

践中提升各类资源利用率。关于实践课、理论课要创设多种

教学形式，通过控制不同课程比例，增强学生综合能力。再

鼓励教师自主学习，强化教学能力，为学生就业创业、企业

人才提供等带来积极影响，创造直接性价值，做好“理实一

体化”教学改革工作，培养企业需求人才[2]。最后，强调日

常沟通、协作，保证校企双方更好地掌握各自实际情况，教

师利用企业一线条件，把真实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增强

学生实践技能，拓展人才培养渠道与方式，也可实现预期发

展目标。

2.3 条件建设

高职院校突出优势是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学生毕业后

可直接上岗。考虑学生就业创业实际成效，还需在体系建设

过程中注重基础条件完善。例如：技能训练要有具体场地、

实验室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教学工具不断更新与完善；

引进行业技能手段，开设产品开发实践活动等，均能为学生

就业创业良好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例如：某高职院校就在此方面做出调整，加强校内实验

室、实训场所建设力度，为“理实一体化”教学活动开展提

供充足条件；借助对外业务创设，更新及完善实验室、实训

场地配套设施，让学生有标准化的实训场地进行学习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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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在校企合作条件下，创设校外实习基地，让学生提前参

与工作岗位，强化学生自主意识与专业能力。

3 高职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实施路径

3.1 鼓励政策实施

为保证高职院校学生离校就业创业稳定性，需从体系建

设与实施方面入手，重点考虑少数民族学生、贫困学生、残

疾学生等就业创业“难”问题，要保证帮扶精准，能为此类

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服务，可以在面试技巧、笔试技巧、

简历辅导等方面开设“专项培训”活动，让此类学生真正感

受到学校及教师对自身的重视，有效增强学生自信心，发掘

自身优势与特点，利用自身所擅长的技能为就业创业做好规

划，贯彻落实鼓励政策，推动高职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良好发

展[3]。

例如：某高职院校就在贫困生毕业阶段实施了“求职补

贴”政策，主要目的是减少贫困生就业创业阶段的资金支出；

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创业鼓励政策，是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

平台，鼓励少数民族学生能向更多领域发展；关于残疾学生

鼓励政策实施，通过校企合作、媒体宣传等方式，引起更多

领域关注，也能为残疾学生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通

过残疾学生自身努力与能力，证明自身价值与作用，高职院

校对此类学生就业创业全过程跟踪帮扶，有效提高学生就业

创业率。

3.2 竞赛活动开设

通过教师在日常教学阶段所发挥的引导作用，能强化学

生就业创业意识，为避免学生发展目标模糊、盲目等，选择

多种形式开设教学活动，在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引入“就

业创业”内容，并以竞赛方式激发学生参与性，增强学生创

业热情，能根据自身优势与喜好选择相应的行业、企业、工

作岗位等[4]。再加上教师积极鼓励学生自主参与，能在实践

中为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择业观，关于各类资源主动开发、

挖掘，能为自身职业生涯良好发展提供良好服务，显著提升

高职学生就业创业技能与职业素质，在市场人才竞争中脱颖

而出。

3.3 企业专家指导

开展主题系列活动，并以讲座形式拉近学生与企业、学

生与岗位、学生与专家之间的距离，学生在参与中的角色发

生改变，思想意识也会受积极影响。经企业专业对行业发展

前景、技术水平要求、人才竞争形势等详细介绍，可帮助学

生洞察行业发展形势及方向，结合行业人才需求信息，及时

调整就业创业计划内容，学校能借助此条件贯彻落实就业创

业指导，突出较强的引导作用。

再或者是邀请成功就业或创业毕业生参与讲座活动，能

为在校学生进行现场指导，为学生们创设相互交流条件，成

功毕业生分享心得与经验，也能对在校生起到激励作用，激

发学生创造欲与成就感，

结语

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面深度分析，在日常育人阶段就

能对学生精准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体系建设工作重点探究，核

心目的是能对学生学习与发展起到督促作用，利用在校条件

编制育人计划、执行计划等，依据学生实际情况与需求提供

良好服务。同时，在该体系中还会对学生就业创业意向基本

信息进行采集，经具体信息数据全方位分析，掌握学生就业

创业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工作，有效提升学生就业创

业效率。

参考文献：

[1] 郑朴生.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就业与保障,2020,32(12):68-69.

[2] 刘长国,王丽静.市场经济下高职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62(05):225-225.

[3] 崔榕.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才智,2018,32(19):63-63.

[4] 季春雷,朱楠,王硕鹏.地方院校高职高专学生创业与就业服务体系现状[J].现代交际,2018,3(03):17-18.

作者简介：李婷婷，女（1983.6—），汉族，湖北武汉人，本科，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就业指导，

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