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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中开展正确的职业指导工作，对于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择业观，提升其就业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本文从职业指导的起源和发展入手，分析了国内外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现状，并针对当前高校在服务观念、

实施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加大重视程度、转变指导思想、完善各层次职业指导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

等相应的解决对策，对新时期下开展高校职业指导工作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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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指导，也称作职业咨询或就业指导，是

根据社会职业需要针对人们的个人特点以及社

会与家庭环境等条件，引导他们恰当地确定职业

方向，选择劳动岗位或者转到新的职业领域的社

会活动，是沟通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教育部门和

社会的有效途径。[1] 

职业指导起源于 1908 年，[2]美国的帕森斯

在波士顿创立了职业局，提出职业指导三要素，

经过百年的发展，职业指导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

成了广泛的共识。职业指导主要包括了七大内

容：良性的咨询关系；便捷的信息采集与处理系

统；有效的职业咨询与指导；科学的职业素质测

评；规范的职业设计和实施；可靠的业务开发与

管理人才；健全的职业指导规章制度和道德规

范。[3]这些机制是否健全可作为评价一个职业指

导体系良好与否的条件。 
普通高校毕业生作为求职大军中的重要一

部分，具有人数众多、社会经历欠缺、求职目标

不明确、容易受挫等特点，因此在高校中开展职

业指导工作对引导学生获得正确的择业观，使他

们顺利走向社会，同时也对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外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开展的现状 

(一)国外大学生职业指导现状 

在西方国家中，由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

展，以及社会的需求，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大学

生职业指导已经十分成熟。例如，美国是世界上

早开展职业指导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职业指导理论体系。如威廉斯的“特征—

—因素论”，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论”，萨帕的

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对美国职业指导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2]

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职业指导服务网

络，包括学校层面、议会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三类

职业指导系统。[1]在学校层面的职业指导中，联

邦政府、州和学校分别有相应的机构部门对此负

责。从新生入学开始，就通过心理测试等方法帮

助学生建立清晰的自我认识，而且高校内的职业

指导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较高，职业指导专职人

员的学历一般为硕士和博士，并获得全国注册职

业指导证书。同时，美国在职业指导方面投入的

经费也十分充足。除了美国，欧盟国家在职业教

育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4]他们的职业指导

具有信息化、终身化、全面化、差异化的特点，

也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的职业指导体系虽然已十分发达，但并

非十全十美。在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上面临着新

情况和新问题：[5]帮助个体的职业指导功能已满

足不了需求；教育性质的指导难以为学生提供有

效的帮助；针对青年人和失业者的帮助对象并不

能覆盖所有需要职业指导的对象；市场化的做法

导致公众责任的弱化；强制性的传送模式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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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的个性，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也导致了新

的职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二)国内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高校职业指导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

代，[6]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职业指导被局限于

“毕业生自主择业”，后来在《高等教育法》中，

职业指导被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作了明确规定，由

此提出了高校在毕业生就业指导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开始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以替代建国以

来的按计划招生，统招统分的制度。[7]随着企业

和求职者的自主性不断加强，各类具有针对性的

职业指导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在各高校中建立并

发展起来。不少高校通过开设课程、举行求职技

巧培训等方式开展职业指导工作。虽然我国高校

的职业指导工作已有很大发展，但与国外先进的

职业指导体系相比仍有差距，具体体现在： 
1. 重视程度不足。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

的影响，国内只有少数重点大学十分重视在校生

职业指导工作方面的投入，多数高校对此投入不

足，表现为尚未开设相应课程，或仅停留在开设

职业指导的选修课，以及提供简单的求职信息

上。据调查，我国高校学生中接受过系统的职业

生涯规划服务的只占 5％，而愿意接受免费咨询

服务的人数却占到了 82％。[4]可见目前高校的职

业指导工作已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而据教育

部统计，在 2010 年将有 630 万高校毕业生。如

此众多的学生在面临就业的问题时，若不能很好

地处理个人条件、职业目标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不但会影响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也会造成人才

的不合理分配和使用，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2．指导思想落后。目前国内高校大部分的

职业指导工作尚处于就业指导的层面上，重视求

职者的需求而忽略用人单位和社会这一方面的

需求，仅仅侧重于为毕业生提供就业需求信息、

讲解政策形势和求职技巧等，忽略了对低年级学

生的职业观引导、信息帮助和求职能力培养，属

于应急性而非预备性工作措施，起到的作用仅限

于职业指导的 后阶段。相比于国外的全面而又

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思想，[1-2][8-9]国内仍处于相

对落后的局面。 
3．机制不完善。在国家范围内尚未形成完

备的由上至下的职业指导体系，机构零星分散，

组织混乱。不少学校内仅有校一级的就业指导中

心，下设办公室安排少量的工作人员负责办理毕

业生就业安置等事务性工作，缺乏院系级别的职

业指导机构，开展工作时难以和基层形成合力。

不少高校尚未形成职业指导良好发展和就业情

况逐步提升的良性循环局面，全校就业指导中心

甚至只有一个办公室、两三个老师，不但难以促

进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反过来较差的就业

状况加剧了学生对就业指导工作的不信任感。据

某招聘网站在广州的调查情况，[10]除了几所很

有名气的重点高校之外，大部分的高校职业指导

现状都难以令人满意。 
4．机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多数高校

里没有专门的职业指导人员，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高校职业指导教师中，83％为非专业性人

员，通常由从事思想政治或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

如政治辅导员们兼任职业指导教师，人员少且可

工作时间短，大多数学生无法得到有效的职业指

导。[11]据一份对天津市高校职业指导情况的调

查，从事职业指导工作的教师中，34％的人没有

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具有职业指导证书的仅占

10.5％，被调查的教师中 70％以上所从事是诸如

档案管理、毕业生派遣相关手续办理等事务性工

作，从事指导性工作的人数所占比例很小。[12]

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 66％的学生对职业指导

中心的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缺乏信心。而据有关

资料，自 1999 年国内推出职业指导人员资格鉴

定考试起，截止 2007 年，全国已取得职业指导

师资格证书的只有 2 万人，高级职业指导师不足

4 000 人，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13] 
5. 不少在读学生在独立自主能力、社会实

践能力方面有着一定的不足，未能充分了解社会

需求和自我价值，求职时易产生从众心理。也有

部分学生在就业、读研或是出国留学的选择上举

棋不定，未能及时针对个人情况做出选择，往往

耽误了 佳选择时机。对这些学生，仅仅开展职

业指导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辅助手段。 
二、解决国内高校职业指导问题的对策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的高校职业指导工作将

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鉴于目前国内高

校在职业指导方面存在着上述问题，为使职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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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工作行之有效，必须根据具体国情，有针对性

地解决好这些问题，具体的对策有: 
1．改变观念，加强对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视

程度。由于建国以来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我国高校一直采取按计划统招统分的招生模式，

高校的教育理念未能彻底跳出计划经济时代的

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高校的

教育不应再局限于把课堂上书本知识按部就班

地传授给学生，还应认识到其在帮助学生如何适

应时代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择业观方面的

重要作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高校的职业

指导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加强管理，改革现有的

就业评价体系，不仅仅以就业率作为考核标准，

还应将就业水平和就业层次逐步纳入学校就业

工作的绩效考核范围。高校的各级领导和指导教

师也要加强思想重视，充分认识到学生合理就业

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同时，应学习国内

外的部分先进经验，在校内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

各类活动，例如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设立职业指导咨询室，开设职业指导课程等。 
2．贯彻“预备性”的职业工作指导思想。

从大一新生入校后即开始做好职业指导，不同年

级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将职业指导工作偏向不同

的侧重点，[14-15]使之贯穿于高校学生四年学习阶

段的始终。对于大一新生应当侧重于专业和职业

前景教育。对于大二大三的学生，应当侧重于对

就业形势和社会需求的了解，以及自身技能的培

养。对于大四学生，则应侧重于为他们提供就业

指导，提供求职信息、求职技巧等方面的帮助。

不同专业应采取不同的指导方式和内容。对于应

用性强的专业，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利用课余时

间参与实习实践，积累职业和社会经验。对于偏

理论性的专业，在实际求职中往往缺乏应用和经

验的优势，对这类专业应当先帮助学生认清可能

的职业生涯目标，根据个人兴趣和目标规划好发

展方向，而后努力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参加各类

实习实践和求职类活动，以积累职业技能，为顺

利求职打下基础。 
“预备性”的指导思想还体现在对已毕业学

生就业信息的反馈和收集，以及就业情况数据库

的建设上。通过电子邮件、纸质表格等方式收集

各毕业生就业后的职业、职务、发展前景、自我

认可度等信息，部分数据对校内公开，为今后的

职业指导工作做好准备。 
3．完善高校职业指导的机制。在我国每年

都有为数众多的毕业生参与到求职大军中，数量

之大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高校主管学生工作的部

门应当克服困难，引导学校和院系建立并发展各

级层次的职业指导机构，增加软硬件的投入。同

时，强化人员配备，如扩大职业指导教师队伍，

增加有经验的指导人员数量，聘请校外专业的职

业指导师等。对已有的职业指导人员则应加强培

训学习，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在人员工作分配

上尽量做到职业指导专人专用，以增加有效工作

时间，来满足有参与职业指导意向的学生。当建

立起较为完善的职业指导体系后，一方面可以促

进学生合理就业，另一方面，学生就业质量的提

高也可以扩大校内职业指导机构的知名度，促进

职业指导工作的继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在做

好校内工作的同时，职业指导工作也应走出校门

走向社会，与相关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讲座、参观、实习和人力资源经理交流等方

式为在校生提供了解社会职业需求的平台。 
4．做好相应的辅助工作。例如，部分学生

的独立自主能力较弱，对社会需求和自我认识不

足，在择业方面容易受家庭、他人影响。对于这

部分学生，可以通过集体活动、生产实习、社会

实践等方式，结合思想开导和人文关怀，培养他

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自信心，促进其自立能

力的提高，自我选择意识的增强。 
又如，部分学生因为前期准备不足，在临近

就业时，产生从众心理，盲目加入求职名企、大

公司、高收入行业的大军中，而未仔细斟酌自身

是否适合该企业的文化和工作氛围，以及存在的

职业风险等因素。对这部分学生，应当尽早为他

们提供充足的用人单位名单、已毕业学生总结的

各行业特点等，同时结合职业评测、性格评测等

手段，引导他们在短期内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再

如在低年级学生中开展职业指导工作的同时，也

需要引导学生对自身目标做出合理规划，使他们

明白就业、读研或是出国留学这几种发展方向的

利弊关系，帮助他们根据专业情况，结合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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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兴趣来做出合理的选择。 
5．对于国外的职业指导工作经验，我们应

当理性对待，既吸收其科学合理之处，也要改进

其原本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例如，美国从 6
岁开始即对儿童进行职业意识的培养，[16]欧盟

国家的职业指导也实行终身制，[7][16]这些西方发

达国家的能够贯彻始终的职业指导工作是建立

在它们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有限和人口众多，我国尚难以保证在国内也能如

此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指导，因而需要提高效率，

以降低人力和物力成本。充分利用高校这个平

台，合理配置软硬件资源，通过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习和活动培养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 
三、结论 

国内的职业指导尤其是高校的职业指导工

作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还

存在着不足。根本原因是目前国内的重视程度还

相对不够，指导思想较为落后，高校中的职业指

导工作比重小，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以

致尚未形成完善的体制和完整的职业指导体系。

国家相关部门、高校和其他的职业指导机构都应

当从思想上加以重视，改变高校职业教育的理

念，在引进、培训职业指导从业人员，配置硬件

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

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完备的职业指导体系，为保障

学生合理就业和理想就业提供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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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for the Vocational Guidanc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Times 

ZHU Li-ping 

(School of Art,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Correct vocational guidance in univers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to set up a good career concept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The present work, based on pres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guidance, is 
trying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issues of vocational guidance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ange. It proposes some 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service 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enhancing 
awareness, chang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improving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work, in the hope of pushing forward 
employment guid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times. 
Key words: university; vocational guidance; problem;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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