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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为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需重视对学生就

业能力以及就业核心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各行业、各企业对高素质综合应用型人

才需求进一步提升，因此还需从学生认知、教师就业指导能力、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产教研共同建

设等多方面、多路径强化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效果，确保其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目标相符，促

使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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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employment quality among student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gradually be-
come a focal point of attention across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o further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there is a need to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employability and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job marke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re’s a further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and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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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utcomes of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
al colleg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through various pathways. This includes enhancing stu-
dents’ cognition, improving teachers’ capabilities in employment guidance,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and jointly building with industry-education-research collaborations. These 
efforts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aligns with the enterprises’ talent needs, thereby 
further enhanc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student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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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与企业对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尤其新时代下，各种先进技术、管理

理念在企业中的应用使得企业对更高素质综合型人才需求量进一步提升，但因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中存在

较多问题，导致实际就业质量明显较低，因此有必要充分了解当前市场就业形势、高职院校各专业就业

前景等基本情况的同时探讨就业质量提升的具体路径，以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1]。 

2.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面临的问题 

首先人才供需匹配度存在较大问题。结合当前毕业生就业去向数据可知，现阶段多数高职院校学生

在求职时出现被拒情况，很大程度上表明毕业生自身专业素质与企业岗位需求存在明显不符的问题，而

这正是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次针对毕业生的招聘模式尚不完善，目前市场各

企业在人才招聘时多以线上沟通，线下招聘为主，但因高职院校学生对企业招聘信息获取不及时，容易

错失较多就业机会，尽管部分企业逐渐推广并应用线上招聘模式，但在实际运行中，高职院校自身提供

于学生的就业服务指导相对不足，就业服务机制不完善，存在较多困难，从而降低就业质量[2]。 

3. 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的具体路径 

3.1. 树立正确就业观念，提升学生专业能力 

1) 正确清晰、认识自我 
新时代下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提升实际上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提高学生自身的就业能力。因此为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发挥学生自我主观能动性，明确自身主体责任，进而能够积极主动提升自我就业能力。

首先学生需对自我要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还应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保持良好的就业心

态，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了解并认识自身特长以及存在的不足，结合新时代就业市场对人才培养需求明

确个人发展目标，并以 SWOT 分析自身在当今就业市场中的优势、面临的劣势与威胁，根据自身潜能不

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充分发掘就业机会。 
2) 明晰市场就业形势 
新时代背景下，各招聘企业对人才质量与要求明显提升，因此除明确市场对高素质人才各方面需求

外，还需应全面分析预测市场对专业学生未来个人能力需求。对此高职院校学生需走出校门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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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顶岗实习、实训机会，了解社会就业和人才供需现状，同时应加强与社会专业人士以及具有丰富就业

经验人士的积极沟通交流，从而了解市场各企业对高职院校学生各方面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实事求是的

提升个人能力，明确就业定位[3]。 
3) 主动提升专业技能 
高职院校学生自身应能重视并正确认识新时代就业市场竞争压力，为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实现自身

发展需求，应在认识自身不足与存在问题基础上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促使自身专业技能与个人素养

提升。在此过程中学生应积极主动了解专业知识，同时摆正心态，除在课堂中丰富理论知识外，还应通

过参加大量专业实践等活动方式来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以不断提升个人就业实力以及在市场行业中的就

业竞争水平。 

3.2. 提升教师就业指导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 提升教师就业指导能力 
高职院校教师不仅是教学的实施与组织者，同时也是就业质量提升的关键推动者，是负责学生就业

水平提升的重要执行者。就实际而言，高职院校教师自身个人就业指导能力的高低对学生就业质量的提

升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新时代背景下为保障学生就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有必要加强教师就

业指导能力的培养，通过让教师参与职业规划课程培训，社会就业调查等方式让教师对当前社会就业形

势与就业环境有一个宏观的了解、正确的判断和认识。对此首先需提升教师就业指导水平，高职院校在

为教师提供深造与学习机会的同时，加强对教师就业指导水平的培养，不断提升教师就业指导教学能力

与素质。除此外高职院校还应鼓励教师积极进入企业，深入就业一线，了解企业人才战略目标以及对高

素质人才所具备的专业能力需求，同时通过与企业管理者以及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沟通交流，根据所获市

场对人才需求与要求基本信息制定就业指导计划，发挥教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就业的引导作用，

促使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 
2) 积极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 
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过程中，教师是整个就业指导教学的关键与基础，而双师型教师队伍

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就业质量提升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的培养，同时能够强化学生就业质量提升教

学中专业技能以及实际应用水平等实践能力，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学生满足市场对高素质全面化现代应

用型人才的需求，更有利于扩大市场就业机会[4]。一方面高职院校需根据学生专业课程实际情况建设一

批精品课程和高质量专业教师队伍，将专业知识较强且就业指导能力突出的双师型教师作为精品课程的

负责人，将就业指导融入到精品课程中。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需从市场以及企业中邀请优秀管理人员来校

开展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及求职应聘讲座，聘请企业优秀管理人员作为学生就业导师，并为学生提供全方

面的就业指导服务。 
3) 加快就业指导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创新教学模式，一方面在进行教学时，构建以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为主的教学模式。如应用多种教学

方式，不断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在向学生讲解专业课程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时，使学生明确专业就业

前景以及就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提高职业生涯规划教学的实效性，即通过职业生涯规划，促使教师与

学生共同了解学生性格、就业能力以及兴趣爱好，协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确定未来个人发展目标，

并不断为目标的实现而努力，通过学习、实践等各方式提升学生就业水平与就业竞争实力。 

3.3. 坚持就业为导向，强化专业教学质量 

1) 加强专业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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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充分满足社会对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还需充分认识到高职院

校教育主体的作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实践技能和综合

素养。为此需将专业课程建设作为基础，积极与校外企业合作交流，了解市场人才需求现状，并以此为

据设置专业课程，使专业课程与市场就业需求接轨，充分体现专业课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在课程

设置时需发挥其技能培养的载体作用，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促进课程结构优化。一方面高职院校在课程教

材选择时应确保其符合教学大纲需求，满足就业质量提升教育目标基础上合理增加技能课程占比，促进

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创新[5]。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还可结合实际情况建设精品课程，在建设过程中能够

将专业发展实际情况与就业指导作为核心，并应用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技术，促使专业教学效

率与质量提升，如新时代下尽可能采用多媒体、线上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方式，创新教育资源、教学方式，

在丰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基础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 建设多样化教学活动 
通过多样化教学活动不仅能够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充分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强化学生专业学习成就感，

同时借助实践活动能够提高学生专业操作技能，对促使学生成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发挥着

重要作用。如高职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职业技能大赛，即通过校内大赛或是与其他高校合作等方式

建立职业大赛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实践操作、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实现技能应用型人才培育的目标。 
3) 不断改进教学条件 
新时代背景下，市场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管理方法更加先进，因此使得对高素质创

新应用型人才需求进一步提升，为满足现今市场就业需求，需要高职院校能够与之相应地不断提升自身

教学条件，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对此高职院校管理层还需针对人才培养以及就业等合理增加资金投入力

度，并提供相应教学技术支持，针对专业教学特点对各专业教学条件与环境不断优化完善。除重视、引

导各专业教师积极应用网络丰富教育资源、积极融合先进教学观念外，还需结合新时代下新课程改革要

求，依据地区内现状与学生实际情况优化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促使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与创新创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3.4. 协同打造产教研共同体，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促使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就实际情况而言，通常高

职院校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主要包含两方面，分别为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6]。其中人力资本主要是指经

多方人力努力形成的综合知识与相关技能，通过高职院校构建产教研共同体，即在了解高职院校实际情

况基础上加强与校外企业合作，可对校企共同体管理机制创新的同时、优化产学研用融合机制以及专业

联合教学机制，结合市场中企业综合情况构建模拟与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相同的教学实践环境，对知行合

一、工学结合任务式培养模式的落实与有效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校内实训基地不断更新完

善，结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求积极与相关工程中心、研究院所等合作，构建校企联合机构，不断整合

高校与企业各类教育资源，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实现教师资源互补，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推进校企就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的共同管理模式有效落实。 

3.5.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为促使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还需发挥社会引导与影响作用，即注重宣传与引导，为学

生营造良好就业环境。如社会层面相关就业部门或单位可通过媒体、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高职学生

就业能力等多方面的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对学生就业观念进行引导，促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就业观念的同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7656


肖柏元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7656 756 社会科学前沿 
 

时激发社会各界、各行业等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宣传引导过程中还需向高

职院校学生讲解宣传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文件，使学生在充分了解就业创业政策的基础上合理就业

创业，维护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利益等。 

3.6. 构建信息化就业服务平台，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新时代下，信息化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工作中应积极引入现代

化科学技术手段，充分借助该项技术优势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工作效能。如高职院校可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新兴技术对各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分析并建立数据库，与此同时应用云计算等技术依

据就业预测相关数据建立互联网+就业模式。除此外还应合理利用多种就业网站资源，结合学生熟悉的互

联网环境，借助合理智能移动终端如微信、抖音、QQ、微博等新媒体向学生推送各地就业政策、求职招

聘相关信息等，构建信息化就业服务平台。同时对所处地区或不同地区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信息进行收

集整理，发送于学生，引导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应聘，定期在校园内举办双选会、校园招聘会等活动，

给予学生更多就业机会，满足学生就业需求的同时提升就业质量。尤其还应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就业质

量调查跟踪反馈机制，对高职院校毕业学生就业后的实际情况展开跟踪调查，并为存在就业困难等学生

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帮扶，以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 

4. 总结 

总而言之，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仍存在诸多相应问题，而就业质量的提升不仅影响着高职院校

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对学生个人就业发展均产生相应影响。为促使就业质量提升，不仅需要高职院校加

强专业课程设计、优化校内教学、实训条件，以提升专业教育质量，同时要求学生正确清晰、认识自我

并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念，更需要社会各界发挥合力促进就业，不断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能力，实

现多方协同发展，促进新时代高职学生更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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