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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辅导员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主体、是开展大学生就业教育的主导力量。但随着经济结构变革，就业形

势日新月异，辅导员沿用传统的就业教育模式面临极大挑战。如现有知识体系不完善、对大学生思想引

领力下降以及校企协同育人资源衔接不足等困境。新时代背景下的辅导员就业教育工作有了更高要求，

需通过明晰辅导员的角色定位，加强专业知识理论学习、强化思政教育与心理引导融合力度以及创新资

源整合机制等途径，提升辅导员的就业教育能力，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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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are the main body in implementing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leading force in 
carrying out employment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with the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apidly changing employment situation, counselors face great challenges in using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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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education models.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knowledge system is incomplete, the guid-
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is declining, a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re ar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mployment education work of counselor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counselors,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lear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n-
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nd inno-
vate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education ability of counselor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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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事关社会民众福祉，对于大学生而言，就业更是检验大学学习成效的关键途径。

但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激增，大学生就业问题矛盾愈发突出[1]、就业择业不够积极[2]、实践经验和就业

能力与企业要求不匹配[3]等是当前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现象不仅提高了对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的标准，更对辅导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业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传统的就业教育模式下，高校辅导员的就业教育主要体现在就业信息发布、就业政策宣讲以及心

理疏导等工作上，但随着时代发展、产业升级等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的就业教育模式逐渐暴露出

诸多弊端，无法满足大学生对优质企业的了解以及就业信息的获取，更是缺乏个性化、精准化的就业指

导，难以激发学生就业择业的积极性。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就业教育的创新路径，通过分析当前就业教育存在的问

题，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和大学生的需求，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创新策略。这不仅有助于提升

高校就业教育水平，促进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也为高校

辅导员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2.1. 职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塑造者 

讲信仰的人，首先要有信仰，而且还必须要信仰信念坚定[4]。高校辅导员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

才路上的火炬手和引路人，肩负着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塑造和职业价值观引导的双重使命。职业价值观是

当代大学生的个人发展与时代发展融合的精神产物，是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形态内核。辅导员需要把“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贯穿于就业指导的全过程，同时将家国情怀作为大学

生就业择业的底层代码，破除“职业阶层”、“享乐主义”等异化观念，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

战略需求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2.2. 就业政策与行业发展的宣传者 

辅导员作为连接学生–企业–教师的关键纽带，是专业发展以及就业信息发布的解读者与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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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精准传达行业发展趋势、就业市场政策红利，帮助学生在海量的就业信息中筛选有效资源，助力学

生更好就业，破解信息时差。辅导员要创新宣传方式，构建就业政策、企业 HR 以及在校学生的三元对

话平台，引导学生建立行业洞察力，帮助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实现顺势而为，真正成为大学生职业发展道

路上的助力者。 

2.3. 就业教育共同体的多元协调者 

在高校的就业体系中，辅导员并非单一化的执行者，而是以多元化、多层级、多方位的协调者的身

份来串联“家–校–社–企”的主体角色，是构建校企资源共享、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核心要素。这一角

色定位不但是高校大学生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大学生就业信息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转型要求。 

3. 高校辅导员开展就业教育中的现实困境 

3.1. 现有知识体系与新兴业态发展脱节 

辅导员在大学生的就业教育过程扮演者重要角色，对大学生的就业择业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就业

市场中的新兴产业、人工智能行业的不断涌现以及快速发展，辅导员的日常工作又是碎片化、复杂化的，

缺乏系统化、垂直化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对这些新兴前沿领域的核心原理、岗位要求以及未来发展

等认识不到位、理解不透彻。而此类行业又着重强调实践经验以及创新能力，因此导致在开展学生的就

业指导过程中无法为学生的职业规划提供精准建议。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目前高校的开设课程多以理

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实践能力欠缺，辅导员自身的知识体系又不完善，在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以及就业

引导的时候，难以将行业前沿知识融入到日常教育之中，导致就业教育效果欠缺。 

3.2. 学生就业观念固化，思政教育难度大 

辅导员在对大学生开展就业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大部分学生的就业观念固化、就业形式单一，导致

思政教育的难度加大并且日益严峻，同时二者又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教育困境与就业难题。大学生

就业观念固化本质上是个体心理认知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从心理学维度对其形成原因展开分

析。家庭是作为个体形成职业价值观、人生观的核心因素，父母的职业期望通过“心理锚定效应”在很

大程度上塑造了子女的职业认知以及职业方向。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依赖型认知”

会导致后续进行职业选择时的自我效能感弱化。学校就业部门的“同质化信息供给”削弱了大学生的就

业选择。在对 200 名本科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效回收率 92%)中，71%的学生认为学校发布的就业招

聘信息同质化严重，78%的同学希望能够进入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工作，仅有 15%的学生愿意从事新兴职

业方向。这种就业信息偏食导致择业认知偏差——学生过度依赖传统的职业信息，而忽视自身职业兴趣

发展以及新兴行业的需求。 
对就业思想固化的大学生开展就业思政教育面临着许多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理论灌输与学

生实际就业需求的矛盾，与学生之间难以产生有效共鸣与情感信赖。在就业市场更新速度快，就业观念

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思政教育难以对学生发挥有效的作用，认为单纯的思政教育并未能解决他们的

实际就业诉求，这一方面也加大的辅导员日常对学生开展就业教育、树立正确就业观念的难度。 

3.3. 校企合作衔接不畅，就业资源整合度低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校企合作脱节、就业资源整合度低成为开展就业工作长期以来的突出问题，

亟需解决。校企合作方面，多以临时性招聘为主，如校园春招、秋招以及部分短期实习项目等，缺乏真

正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才联合培养机制。部分高校开展的生源基地和实习基地也因为学生课业繁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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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繁多成为了空心化项目。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知识、实习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的

情况[5]。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以及和经济发展催生多元化的就业渠道，灵活就业、网红经济等新兴形态

扑面而来，对大学生的岗位能力要求也从专业对口转向到复合能力，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严格要求

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屡屡碰壁。新业态发展也是对辅导员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的极大冲击，

导致部分辅导员在开展学生就业教育的过程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在就业信息交互方面，校企之间也长期

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共享不及时的问题。企业在接触到行业最新的技术以及岗位技能变化时，通常是

以优先满足公司的发展为主，无法及时向高校反馈行业动态，高校同时也难以将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知

识以及实践能力全面的传递给企业。 

4. 高校辅导员提升大学生就业教育能力的优化路径 

4.1. 深化专业能力体系，构建就业教育知识矩阵 

就业教育工作要求辅导员具备多元化、宽领域的知识体系。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要从单一化走向复合

化，需要系统化进行职业发展理论学习，加强就业教育知识结构的迭代更新。应积极参加教育部以及高

校召开的职业规划培训，吸收前沿理论知识，形成科学的就业指导方法。同时要及时进行新兴领域发展

的动态跟踪，着重关注就业行业的发展趋势，定期调研数学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行业的人

才需求报告，长期关注教育部发布的新增专业领域。积极参加访企拓岗、校企合作论坛，建立符合大学

生就业行业发展与需求的关联图谱，针对性的更新就业教育知识内容，及时调整更新就业教育方式方法，

着重融合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分析当代大学生就业过程的底层逻辑，解剖大学生的就业心

理，增加对学生的就业引导与价值引领，从而构建就业教育知识矩阵。 

4.2. 强化思政与心理融合，提升价值引领深度 

思政教育与心理疏导是开展大学生就业教育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将家国情怀与就业引导相互融合，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挖掘身边的西部计划等基层案例中的思政元素以及典型例子，通过新闻推送、

主题班会以及朋辈经验分享等形式，引导学生找到既能实现职业目标，又能实现职业价值的平衡点。培

养学生树立先就业、再择业、后爱业的就业逻辑，破除一线城市、稳定工作才能实现幸福人生的固化观

念。其次，辅导员需要提升就业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疏导能力，大学生在就业择业的过程中，最为频发的

就是就业焦虑、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等心理现象[6]，要做到前期积极预防、中期积极干预、后期持续跟

进。具体来说，就是对就业过程出现的焦虑不安的同学要进行全面摸排，通过面对面、一对一的谈心谈

话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活动，为后续的就业引导打下基础；同时对于已经出现就业焦虑的部分同学，要

积极跟进，通过指定精准化、个性化的就业方案帮助此类学生完成阶段性的就业目标，缓解就业心理压

力；最后，要构建持续发展型的就业指导理念，摒弃追求唯就业率的片面化思维，关注学生在校期间的

可持续发展，积极为学生更新行业发展情况，指导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着重培养高复合型、高抗压

型、高效率型的新时代大学生。 

4.3. 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打造就业教育生态网络 

目前的就业信息发布通常是分散的、零碎的，不易突出重点，也不利于学生进行筛选，最终导致就

业信息资源的浪费。辅导员作为学生就业择业的重要支撑，需要采取具体的就业育人路径。例如，带头

建立以辅导员、企业 HR、学校就业处以及优秀校友作为多元主体从而搭建一个集就业信息发布、就业思

政教育、职业规划指导等功能为一体的校企育人、就业宣传平台。通过该平台，辅导员可以利用平台发

布学生职业测评问卷，精准识别学生就业意向与了解学生职业能力短板。同时利用短视频、新媒体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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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层次、分类别、分专业地为大学生推送各类优质的用人单位和就业资讯。也可以推送优秀的基层就

业案例供学生学习，提升信息传递效率，引导学生破除地域限制，鼓励学生去西部地区、基层地区建功

立业，让学生在个人职业发展中激发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打造良好的就业教育生态网络，仅仅依靠

辅导员的单一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联动校内多方资源形成教育合力，加强与各专业课老师的协调沟

通，将就业教育融入各学科、各年级的课堂之中，将就业教育从大一期间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另外，

需要联合校内心理中心开展各类型的就业心理辅导与咨询，减少大学生就业焦虑现象。 

5. 结语 

在高等教育积极创新教学模式、社会企业大力产业升级的背景下，辅导员的角色愈发重要，也愈发

多元化发展，既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又要深入学生内里，帮助大学生突破就业瓶颈。高校辅导员要

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要求辅导员的角色从单一化的思想教育转向多元化的就业思政教育，需要不断完

善辅导员的专业素养思政知识体系，加强校企资源共建共享的协调能力以及提升就业心理问题处理的共

情能力等，不断创新就业育人模式与方法，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动

力来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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