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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杨婷婷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摘 要：我国高职院校职业指导面临着模式单调、专业化程度偏低、职业指导课程内容片面、职业指导过程缺少连续性和 

系统性等问题。通过打造“精细化”“个性化”职业指导，创新职业指导模式，培养职业化、专家化职业指导教师队伍，分层次开 

展全程化的职业指导等几种途径，增强学校的办学水平，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并找到适合自身的职 

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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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规模 

不断扩大，毕业生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根据教育部 

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总数 已从 

2009年的611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760万人，毕业 

生面临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尤其是高职院校情况 

更加不容乐观，高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处 

于劣势，已成为目前社会的突出问题。如何引导高 

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是帮助其在激烈的 

就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关键。 

一

、职业指导的含义 

高职院校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社会 

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宝贵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做 

好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指导工作，对国家、企业，乃至 

学校、家庭 以及 高职学 生，都 具有重 要 的现 实 

意义 川。 

职业指导就是帮助求职者认识整个社会就业 

的形势，了解劳动法规和市场的需求，把握 自身求 

职兴趣、个性特点及职业能力的过程；是根据市场 

人才供需关系，结合企业用人单位的要求，提供帮 

助和指导，实现人才与职业合理匹配的过程。 

近年来，高职院校职业指导的受重视程度 Et益 

提升，这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观念 

以及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高质 

量的职业指导工作可以挖掘学生的潜能，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提高就业能力，使学生找到适 

合自己的岗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为 

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我国职业院校职业指导现状 

在欧美等国家，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不仅被认 

为是对学生个体有利的事情，而且从促进社会发展 

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件对社会都有 

益的事情。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高职院校职业 

指导工作刚刚起步，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职业指导模式单调，体系不完善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对“职业指导”的理解仅 

停留在“就业指导”层面，片面地将职业指导当成是 

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的工具，意图通过“速成”的 

办法提高毕业生的求职能力及应聘技巧，忽视了学 

生的兴趣、个性、专业及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 

从而导致学生职业能力不足、职业定位模糊、就业 

质量不高。 

同时，高职院校在就业形势的分析和教育方 

面，往往只涉及就业政策的宣传，缺乏有针对性的 

“个别指导”，很难解决毕业生的个性化需求，与毕 

业生就业的实际要求不贴近。 

就业市场是双向选择的，无论是高职院校毕业 

生还是用人单位都需要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提供最 

及时、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然而，由于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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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域上的限制，学校无法把握最新的人才市场需 

求动态，与地方人事部门的联系不够紧密，就业信 

息来源分散、单一，缺少系统的职业指导体系，职业 

指导工作的开展具有局限性和盲目性。 

(二)职业指导队伍专业化程度偏低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设立了独立的就业指 

导中心，各院系也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就业指导工 

作。但职业指导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事职 

业指导工作的老师需要经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 

才能对学生开展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然而 

实际情况是，高校并未开设职业指导相关专业，职 

业指导工作人员只是通过短期培训获得资格证书。 

另外，负责职业指导的老师大多是学校辅导员，他 

们平时忙于应付学生管理等其他事务性工作，很难 

有足够的精力深入开展职业指导，所以工作效率低 

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 

专业化程度。 

对于职业指导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职业指 

导工作人员除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取得相 

关资质以外，还应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职业指导 

的实践知识。职业指导工作人员的规模和素质与 

实际工作需要相差甚远，严重影响就业服务工作的 

整体水平。 

(三)职业指导课程教学形式单一、内容空洞， 

收效甚微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虽已将职业指导课程纳入 

学生的必修课程，强化了对学生的职业指导，但在 

授课形式上，依然沿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形式 

单一，对毕业生以后的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 

助；在课程设置方面，只注重择业技巧、就业形势等 

方面的指导，忽视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 

导，忽视了对学生建立社会责任感方面的教育。有 

些高职院校的职业指导内容空洞，流于表面，仅仅 

请领导讲解就业形势，请企业人员、成功校友举办 

讲座，毕业生得不到系统的职业指导。 

(四)职业指导过程不连续，缺少系统性和宏观 

布 

职业指导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复杂的工 

程，应与学生的个人成长需求相结合，与市场的发 

展相结合，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相结 

合，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目前我国高职院 

校基本上是在大一阶段安排职业指导相关课程以 

及辅导学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大二阶段属于 

空白期，学生基本接受不到任何职业指导；大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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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侧重就业技巧等方面的职业指导，缺少顶层设计 

和全局规划。 

三、加强职业指导工作的措施 

针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针对高职院校职业 

指导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打造“精细化”“个性化”职业指导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普遍存在较 

强的功利性，主要围绕就业率的提高开展，却忽视 

了学生的内在需求。职业指导的“精细化”“个性 

化”是一种人性化的服务方式，是将职业指导的效 

果精化、细化，根据学生的专业、个性、需求，帮助不 

同类型的学生顺利实现就业，并保持就业稳定。 

职业指导的“精细化”“个性化”也需要两方面 

的条件。首先，职业指导人员数量需要保障。我国 

对于职业指导工作人员与毕业生的比例有相关要 

求，但是实际情况与理想标准有一定距离。其次， 

个性化指导需要政府与企业的支持。可以利用“校 

企合作”“政校企合作”等平台，邀请企业为学生提 

供培训课程。 

职业指导的“精细化”“个性化”应体现在注重 

过程、注重细节、注重质量、注重效果等方面，将职 

业指导的作用精心、细致地渗透到各个层面。只有 

充分发挥“精细化”的作用，才能解决职业指导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创新职业指导模式，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 

指导活动 

职业指导的模式应逐步走出课堂，走进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主题班会、社会实践、创业教育、实 

习见习，职业指导的教学也应由传统的讲授转变为 

教师讲授与师生讨论相结合的模式，将职业指导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 

全面创新职业指导活动，深入细致、有层次地 

开展职业指导活动。如：开展“大学生创业文化 

节”，激发学生 自主创业的热情，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和能力的人才；引进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建立专门 

的职业测评网站，学生可以通过测评对自己有更全 

面的了解，同时便于学校有针对性地安排职业指导 

教学内容；利用微信平台等新媒体发布就业信息，加 

大网络平台的使用及开发力度，与学生互动，让学生 

接触职业世界，逐步建立起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 

(三)培养一支职业化、专家化职业指导教师 

队伍 

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职业指导工作，必须要打 



造一支更加职业化、专家化的职业指导队伍。高职 

院校职业指导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首先应从政 

策上予以保证，例如可以在职称评定时将职业指导 

工作作为考核指标，激发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和积极性。其次，在组建专职职业指导教学团队 

时，优先考虑具有心理学、教育学、人力资源管理学 

等相关教育背景的人员，可以根据每位老师 自身的 

专业优势和背景，细划为创业指导、就业指导、职业 

能力拓展、职业生涯规划等方向，进行专业化的 

教学。 

(四)从点到面，分层次开展全程化的职业指导 

建立全程化的职业指导，将职业指导贯穿学生 

大学学习的全过程。首先可以考虑将职业指导课 

程纳入教学计划。大一期间，可以组织新生进行职 

业倾向测试，并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帮助学生 

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及将来所从事专业所需 

的知识框架，培养演讲 口才、情绪管理、心理调适等 

职业素养。大二期间，可以侧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 

能，通过社团活动、主题班会、实训课程等活动让学 

生了解本专业所需掌握的专业知识。可以安排学 

生到实习单位见习，让学生了解理论和实践 的差 

别，适时对自己的知识框架进行调整。大三期间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求职技能 ，侧重对学生进行简历 

制作、面试技巧、商务礼仪、职业道德、劳动法规、 

创新创业等实用技能的培养，缓解学生的就业压 

力，帮助学生平稳 实现从 学生到求职者的身份 

转换。 

总之，在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难的严峻形势面 

前，建立健全学生职业指导服务体系，打造“精细 

化”“个性化”职业指导，创新职业指导模式，开展各 

种形式职业指导活动，培养一支职业化、专家化职 

业指导教师队伍，分层次开展全程化的职业指导， 

能够增强学校的办学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并使 

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找到满 

意并适合 自己的职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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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Occupation Guida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YANG Ting—ting 

(School ofElectronic Engineering，Huai'an college ofInformation Technology，Huai'an 223003，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vocational guid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ur country is facing issues such as the 

monotonous pattern，low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one—sided occupation guidance curriculum，lack of continuity and 

systematic in the process of occupation guidance．By creating a“fine’’and “personalized” occupation guidance． 

innovating the mode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cuhivating professional and expert career guidance teachers team， 

carrying out occupation guidance of entire process in different levels，we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running—school， 

enable students to maximize their personal preference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find a occupation post suitable 

f0r themselves． 

Key words：occupation guidance；apply for a job；obtain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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