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大学生就业指导新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童 � 玲,谭秋华�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就业指导中心,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随着我国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 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应完善分层就业指导课程

方案, 拓宽就业指导的范围,加强就业指导的专业化建设,构建开放式的就业指导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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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2007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 495

万,毕业生总数为 2001年的 3. 6倍; 2008年全国高

校毕业生将超过 550万人,比 2007年增加 50多万。

然而,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及家长仍停留在传统的就

业观念上,就业期望值过高并制约了其就业。

目前, 必须构建符合新形势的大学生就业指导

工作体系,以毕业生为本,帮助大学生了解社会、了

解就业,同时很好地了解自己, 促进广大高校毕业生

充分和顺利就业。

一 � 完善分层次就业指导课程方案, 建

立全程性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

大学生就业指导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

要在新生一入学就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而不应只

是关注他们最后一学年, 应贯穿于他们求学期间的

全过程。

大学生就业指导必须遵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

律,按照大学生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特点,

选择不同的指导内容和重点,建立面向整个大学过

程的全程性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

就业指导课是高校进行就业指导工作最主要的

方式, 是一门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的课程。应纳入学

校的整体教学计划,针对各年级大学生的特点,分层

次、有系统地在大学各个阶段进行学习和讲授。低

年级着重理论知识、就业理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 高年级着重政策与心理指导、择业技能指导以及

就业实践指导等。

在大学生入校后就开设就业指导课, 主要帮助

他们树立热爱学习、热爱专业、钻研专业的思想, 让

他们能尽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使他们对择业的

整个过程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二年级帮助大学生了

解所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以及发展趋势,使他们更加

充分、全面地了解自己, 明确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不

断完善自己。三年级通过开设就业指导课程, 帮助

大学生做好就业前的学习准备、能力准备以及心理

准备,了解学校、国家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政策、法

规; 掌握一定的就业技巧, 解除就业困惑,增强就业

自信心。四年级更多侧重于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

变, 调整就业期望值,尽快实现一个大学生向社会人

的转变。这样,自始至终的就业指导使每一个大学

生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对学习与就业相联系的完整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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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拓宽就业指导的范围,提高就业指

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学校要根据就业形势, 丰富就业指导理论与方

法, 拓宽就业指导的范围, 及时指导、调整与完善就

业指导模式与方案,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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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学校可以通过聘请成功人士、政府官员、校友、

知名经理等作为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顾问, 通过他

们帮助大学生尽快了解社会职业的特点, 明确努力

的方向,提高就业自信心。学校可以利用校园网络、

广播、报纸等媒体, 及时向大学生发布需求信息,宣

传就业政策。学校可以聘请专业的职业生涯指导机

构对大学生进行指导, 通过开设  就业指导培训

班 !,帮助毕业生规划职业生涯目标,增强毕业生职

业适应能力。

就业指导必须和行为训练、社会实践、经验介绍

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必须以专题讲座形式强化,

真正使学生得到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全方位指导。

三 � 加强就业指导的专业化建设, 逐步

实现就业指导的职业化、专家化

就业指导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一门专业,它一方

面要求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另一方面要求科学的学

科建设。其中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更为重要。

就业指导教师不仅在业务上要有较深厚的理论

基础, 较广的知识面和创新意识,较丰富的指导工作

经验以及对就业市场的充分了解, 较强的观察分析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而且要在了解就业方针政策

的基础上,同时掌握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力资

源管理、法律、经济学、社会学、人才学、管理学、公共

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 这样才能有效地对大学生进

行全面指导。因此, 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指导

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

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大学生就业指导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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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开发社会资源,构建开放式的就业

指导新体系

要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就业指导工作要充分整合、挖掘社会

资源。通过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建立起政府、企

业和校园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营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氛围,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应

积极推进校企联合办学,积极将学校融入社会、企业

和地方全程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利用各

种社会资源,共同做好就业教育指导以及向用人单

位推荐等工作,多方面和有力地推进大学生就业工

作, 提高就业质量。

综上所述, 新的就业形势给各级就业指导部门

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 只要我们能够根据新的就

业形势的需要和特点,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构建就

业指导工作的新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就业指

导的质量,向社会输送更多的合格人才,为构建和谐

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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