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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存在着学生生涯规划不科学、社会实践能力不强、对就业能力

培养认知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就业指导工作不够深入、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等原因。解决的措施为：

完善就业能力培养组织体系、建设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就业主体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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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工作越来越受到政府、学校和大学生的关注，积极寻求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成为各方的

迫切要求。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主要分为教育部直属和省、市管理三种管理体制，相对于教育

部直属的高校而言，省、市管的高校一般属于地方高校。为了进一步了解地方高校学生就业能力培

养工作的现状，笔者对作为地方高校之一的宁波大学进行了调查。 
一、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对宁波大学一至四年级本科学生按照年级进行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回收 500 份，

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 480 份，有效率为 96%，其中 2005 级学生 177 人（占 36.9%）、2006
级学生 215 人（占 44.8%）、2007 级学生 52 人（占 10.8%）、2008 级学生 36 人（占 7.5%）。调查

问卷由笔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内容主要为在校学生对其就业能力和学校就业能力培养

工作的认知情况。问卷由相关辅导员发放并收回，调查方式采用匿名式。问卷回收后，笔者对其

内容进行核实，核实有效后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宁波大学已毕业学生按照入学年份进行抽样，选取 50 人，1999、2000、2001、2002、2003

级毕业生各 10 人。调查内容主要为就业能力培养工作与就业满意度是否有关联性，调查方式为电话

联络，并采取问答的形式展开。 
（二）调查结果 
1. 学生的自我认识不足。自我认识包括个人的兴趣与特长、性格与价值观、选定的目标与需求、

情商、工作经验、学历与能力、生理情况等七个方面，教育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是就业能力培

养的基本内容之一。调查发现，学生对上述七个方面及自己适合从事何种工作等问题存在认知不清

的现象。47 名被调查者对自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占被调查者的 9.8%；388 名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能

力、兴趣等持含糊态度，占 80.8%；45 名被调查者称完全不了解自己，占 9.4%。调查还发现不同年

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自我认识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较多的大学生未能很好地关注自身特点、发现

自身问题、促进自身发展。  
2. 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不科学。职业生涯规划是学生培养就业能力的方向标，也是地方高校学

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回答“你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吗？”时，104 名学生选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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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非常明确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占被调查者的 21.7％；348 名学生认为“有，但经常变动自己

的职业生涯目标”，占 72.5％；28 名学生则未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占 5.8％，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就

业形势严峻，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没太大的实际意义”。在制定了职业生涯规划的 452 名学生中，353
人（占 78.1%）没有按照制定的目标实施，生涯规划形同虚设。被问及“你认为影响职业生涯 重

要的因素是什么?”时，191 名学生认为是个人能力，占 39.8%；209 名学生认为是就业形势和机遇，

占 43.5%；还有 80 名学生认为亲朋好友关系网对自身职业生涯的成功影响重大，占 16.7%。这些数

据说明，大部分学生没有很好的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并进行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对提高自身就业能

力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3.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不强。参与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也得

到了学生的普遍支持，358 名学生持有这种观点，占总调查人数的 74.6％。460 名学生曾经参加过社

会实践活动，占 95.8%；参加社会实践的类型主要为暑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调查还发现，480
名在校学生中有 103 名认为自己社会实践能力强或较强，仅占 21.5%中，而认为自己社会实践能力

缺乏或一般的多达 377 人，占 78.5%。 
4. 学生的期望与就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差距较大。对学校开展的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学生表示满

意的 42 人，占 8.8%；认为一般的有 315 人，占 65.6%；不满意的 123 人，占 24.6%。在提交有效问

卷的 480 名学生中，409 人希望学校重视并加大力度培养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占 85.2%。从这些数据

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就业能力培养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着普遍的认同，但对目前此项

工作实施的满意度还不高，学生的期望与学校工作现状还有一定的差距。 
5. 就业能力培养与就业满意度关联性强。为了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性，笔者对 50 名毕业生

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对目前职业感到满意或较满意的 38 名毕业生中，21 人（占 55.6％）表示

“大学时期接受过就业教育的次数较多，比较注重就业能力培养，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比较明确

的规划和实施”。在这 21 名毕业生中，16 人（占 76.2%）认为，“就业能力较强，例如曾经担任过主

要学生干部、大学所学专业知识扎实、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等”是“对当前职业感到满意或较满意的

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就业能力培养与学生就业满意度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二、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开展不够深入 
从结果导向来看，上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学生的自我认识不足”、“职业生涯规划不科学”、“社

会实践能力不强”以及“学生的期望与就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差距较大”，说明地方高校学生就业能力

培养工作开展的不够深入。目前绝大多数地方高校就业能力培养内容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够，以知

识介绍为主、能力培养较少，对学生的择业观教育、求职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等关注不够；就业

能力培养的形式也比较简单，以开展就业专题讲座、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为主，一些新的个性化的就

业指导方式，如就业心理辅导、职业适应性辅导、职业测评、体验式培训等应用不多。这些实际情

况也说明了目前地方高校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开展的不够深入。 
（二）就业能力培养的实际效用不大 
就业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和教育的作用，帮助求职者树立正确的择业就

业观、确立高尚的求职道德，引导求职者开拓思路，帮助求职者掌握求职的技巧；二是促进和传播

的作用，就业教育能传播就业信息、帮助学生尽快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三是桥梁和服务的作用，

为求职者提供政策指导、心理辅导、个体规划、实践锻炼等。[1]目前绝大多数地方高校开展的就业

指导工作，虽然以上三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帮助毕业生掌握求职的技巧、 大限

度地提供和传播就业信息、提供政策指导三个狭义的作用。学生对学校就业能力培养工作满意度仅

为 8.8%，显然也表明地方高校目前提供的就业能力培养远远没有满足学生的要求，高校就业能力培

养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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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              阶段                              主要内容 

（三）“人”的因素重视不够 
事实上，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开展不够深入、就业能力培养实际效用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

了“人”这一能动的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就业指导师资力量薄弱。出于经费和人员编制、设备的限制，目前，地方高校从事毕业生

就业指导工作的一般是党政干部、辅导员，他们是在从事学生工作的同时兼做毕业生就业工作，而

在西方发达国家，就业指导是一门的职业，就业指导工作一般都由专家来开展。另一方面，由于就

业指导人员缺乏长期、系统的业务培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帮助。 
二是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中的重要

地位日益凸现，要求大学生更加自主、主动、有创造地投入到就业能力培养过程中。目前地方高校

学生就业能力培养工作比较关注如何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如何扩大就业渠道、如何传授求职技

巧、如何帮助大学生就业等方面，但没有将大学生看作能动的就业主体，因此导致了学生求职意识

薄弱、就业自主能力不足。 
三、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途径选择 
深入开展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并提高就业能力培养的实际效用，有赖于两个问题的良好解决，一

是如何科学地设计就业能力培养工作的内容体系，二是如何科学地保障就业能力培养内容体系的顺

利实施。笔者认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途径是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而健全就业能力培养组织

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就业主体意识教育则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 
在开展就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应重视建立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如图 1 所示），帮助学生提升

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全程化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应兼顾学生个人特征与社会需要，并

根据大学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分年级逐步实施，就业指导工作系统有效地深入到各个环节。 
 

 

 

 

 

 

 

 

 

 

 
 
 

图 1 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体系 
（二）完善就业能力培养组织体系 
制度健全和机制完善是落实工作、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就业能力培养工作也不例外。笔者建

议建立并健全地方高校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组织体系（如图 2 所示），即在分管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

组建学校就业能力培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与学生就业相关的部门和学院以及学生社团共同开

展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工作。就业能力培养组织体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就业能力培养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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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开展的工作要与地方经济发展形势、人才需求等情况相结合，二是要明确学校和院系的分工，

三是要重视学生社团的作用，四是要注重就业指导方式的创新。 
 

 

 

 

 

 

 

 

 

图 2 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体系 
（三）加强就业指导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就业主体意识教育 
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离不开师资队伍建设，就业能力培养工作亦是如此。结构合理、水平高超

的就业指导师队伍是学生获得全面、个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就业能力的重要保障。因此地方高校需不

断加强就业指导师队伍建设，首先是增加专业指导师的数量，并加大对原有就业指导人员的培训力

度；其次要以专职就业指导师代替院系辅导员的就业指导职能，并聘请校外就业指导专家作为就业

指导师队伍的重要补充。 
就业主体意识是指大学生在就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对自我的身心状态与环境中人、事、物变化

的自主综合的觉察与认识，它可以激发学生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因此开展以自主性为核心的

主体意识教育是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指导者要注意三

点：一是要强化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就业能力培养活动，吸引学生

主动参与到就业能力培养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活动中。二是要强化学生的主体认识意识，推动社会

实践向纵深发展，指导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发现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薄弱之处。三是要强化学生的

主体探索意识，分清学生和老师在就业能力培养工作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把学生真正看作是学

习的主人，引导和帮助学生主动探索如何提高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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