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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随着疫情结束，后疫情时代开

启，但大学生“慢就业”、“缓就业”、“懒就业”现象普遍存在，在新形势下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高

质量就业需要全院全员之力，因此与就业、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尤为重要，本

文以泰山科技学院“职未你”辅导员工作室为例，对新形势下辅导员工作室思考与建设进行分析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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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Rep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we i should 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mployment priority, and employment is the most basic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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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phenomenon of “slow em-
ployment”, “slow employment” and “lazy employment” is widesprea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it requires the efforts of all college staff to promote the full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selor studios related to employment and 
college student career plann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takes the “Job Not You” coun-
selor studio of Taish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selor’s studio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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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的就业形势下，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对于提升辅导员就业指导能力[1]-[8]、增强大学生职业规划能

力[9]-[12]、求职能力来说十分关键。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引路人和知心朋友，提供必要

的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13] [14] [15]也是职责所在，因此，辅导员工作室作为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

划和就业指导以及相关服务的平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 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重要性 

辅导员队伍年轻化：学校辅导员目前有 72 名辅导员，但只有 28 名辅导员的工作经验在 2 年以上，

辅导员队伍趋于年轻化，大部分辅导员为应届毕业生，就业指导能力较为欠缺，相对缺乏对于学生管理

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经验。 
学生“慢就业”、“缓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以行政管理学院为例，542 名毕业生中 152 人准备

考公考编，占比 28%，200 人准备考研，占比 36.9%，137 人计划专升本，占比 25.3%，2 人计划应征入

伍，占比 0.3%，55 人表示有合适的岗位可以考虑就业，占比 10.1%，15 人比较迷茫并暂无就业意向，占

比 3%。由此数据分析可见，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情况占比较少，90%左右的同学计划进一步提

升学历或者把目标瞄向编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同学们的就业意识未能及时转变，职业生涯规

划相对欠缺，加上专业所限。 
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对于社会的影响：自 2019 年新冠疫情以来，就业形势越日趋严峻，就业竞争加

剧、就业岗位急剧减少、失业人口增加、市场招聘需求下降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上问题对于毕业生特

别是应届毕业生求职而言十分不友好，需要毕业生具备更加丰富的求职经验和专业技能，同时，向社会

输出更加优秀的毕业生对于社会发展来讲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一流的辅导员工作室不仅能提高辅

导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有利于推动整个高校教育管理水平的提升，因此建设

辅导员工作室对于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打造一个集服务师生、理论研究、交流培训等职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辅导员职业

能力发展平台——“职未你”辅导员工作室十分必要且尤为重要，加快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是进一步推进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有效途径，也是进一步促进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创业指

导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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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方向 

职未你辅导员工作室[13] [16] [17]现有成员 13 名，分别来自学校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心理健

康服务中心、汶阳书院、智能工程学院、行政管理学院。成员多元化，优势互补，专业技能互助，能够

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共享[18]-[20]、共同提升，同时从学生的就业、职业规划、心理、学习、生活等方面进

行全方位的指导。工作室已常态化开展内部专业技能培训[5] [21] [22]、就创咨询日、就业心理分析帮扶

等活动累计 10 期。 
工作室紧紧围绕“1234”工作体系：即“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三支队伍、四项服务”，贯通不同

层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需求，打通不同专项辅导员的职业壁垒，发挥就业指

导的引导、推动功能，助力学生职业发展。 
一个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充分联动多方资源，通过就业沙龙、创业沙龙、做学生职业就业成

长赋能指导；通过就业心理测试进行就业心理分析，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两个平台：打造“职未你”辅导员工作室微信公众号线上网络育人平台和线下书院社区辅导员实体

工作室育人平台。线上平台推送就业信息、就业政策解读，提供预约咨询服务，学生可通过扫码预约，

选择相应的老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线下平台师师交流学习、师生成长互动，对于毕业年级学生

强化考研、考公、就业模拟面试，通过优秀校友经验分享实现朋辈互助，对于非毕业年级学生依托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科技创新大赛、职场模拟招聘大赛、简历制作大赛等转变学生就业思维，提升学生就业

能力。 
三支队伍：一支学业、思想引领、价值引导的辅导员队伍；一支就业、职业一体化实践指导的就业

指导、心理培育的专业教师队伍；一支互助、互学、互促的朋辈互助队伍。 
四项服务：精准化网络宣传服务，精准人群，优化结构，找到用户感兴趣的关键点，宣发能够给予

受众指导的文章；暖心化辅导交流服务、进阶化赋能培训服务，以辅导员沙龙、外出培训、内部分享为

契机，健全辅导员工作室赋能提升机制，内部优化向外辐射，提高辅导员就业指导、职业规划能力，向

专业化、专家化看齐；科学化理论研究服务，通过专题分享会、务虚讨论会探讨就业指导、职业规划、

就业心理分析的前沿性理论和前瞻性实践成果，同时针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互相学习、互相

促进，争取能够在相关领域发表一些高质量的文章。 

4. 辅导员工作室的实践路径 

(一) 做好“两个工程” 
即就业创业质量提升工程和就业关爱暖心工程，将职业规划、模拟招聘、创业大赛、就创政策解读

等方面根据辅导员的学生精细化、精准化、菜单化。 
(二) 打造两支队伍 
一支，通过理论学习、工作研讨、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实践创新等途径，对内凝聚、带动团队，

向外辐射、示范并创新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工作，负责人成为核心，成员成为骨干，团队形成合力。 
一支，通过专业、精准的职业定位规划训练、职业技能训练、职业素养训练、实战模拟训练、就业

创业赛事活动、职路导航咨询、职业团体辅导等，学生提升职业技能和求职技能，进而早就业、高质量

就业。 
(三) 建设两个系统 
即“SWOT”生涯规划分析系统、“CDSS”学生职业发展系统。以双“S”模式为培育系统，邀请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专家给工作室辅导员开设相关课程，深入学习双“S”模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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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生涯规划分析系统：是指个体通过分析自己的性格、能力、爱好、长处、短处、所处环

境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可能会有哪些机遇、职业生涯中可能有哪些威胁，将自身条件和需求与外部环境

结合起来制定职业生涯目标。S 代表 Strength (优势)，W 代表 Weakness (劣势)，O 代表 Opportunity (机会)，
T 代表 Threat (威胁)，学生在通过 SWOT 分析一般从上述四个步骤进行。 

5. 辅导员建设后的教育效果 

职未你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完成后预计形成两个教育产品： 
一是形成完整的辅导员成长档案和学生成长档案，记录辅导员培训、学习、赛事组织等过程、内容，

见证辅导员的成长；私人定制学生就业成长方案，见证学生的职业观的变化，促进学生高效就业。 
二是在师生培育工作的基础上，申请就业创业理论研究课题，发表与学生工作、学生成长、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的论文，以提升辅导员理论研究水平和实践经验总结能力。 

6. 结论 

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对于辅导员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明晰以及就业能力的

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样辅导员工作室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也是下一步工作开展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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