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 月
第 26 卷第 1 期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Jan． 2013
Vol． 26 No．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刘 英 秀
(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突出，高校开始反思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大学生就业问题

上，一些大学生到企业就业后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作态度不端正、不能吃苦、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协调合作能力不高、
工作责任心不够、诚信缺失等不良现象，跳槽情况较多，这表明对大学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在

职业生涯规划活动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利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平台，

渗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工作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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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最初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欧洲，是对社会

大量失业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思考后的产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就业问题的突显，职业生涯规

划的理念逐渐走进国内职场培训中。2000 年左右，职业生涯

规划在国内高校发展处于萌芽阶段。2005 年后，全国各高校

开始陆续开设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尤其是 2008 年教育

部要求高校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以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正式走进大学课堂。
虽然对大学生进行的职业生涯教育经历了十年的发展，

但是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例如学生

到企业就业后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作态度不端正、不能吃苦、
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协调合作能力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够、诚
信缺失等不良现象，跳槽情况较多，这表明对大学生的职业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在职业生涯规划活动中，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利用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平台，渗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素质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价值。
1 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利

于大学生明确人生目标、职业目标，从而制订自己的学习目

标。大学阶段，学生学习“盲”，导致将来就业“盲”。很多大

学生在大学阶段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过多地“忙”于学

校和网吧之间的路上; 过多地“忙”于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

上; 过多地“忙”于花前月下的情意缠绵之中; 过多地“忙”于

课堂上用手机看电子书和 QQ、手机游戏的拇指娱乐中。所

以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使之把精力转移到学习

上，从而提高大学生素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

意义。第二，有利于大学生自我认识。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

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对自身的认识问题，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和

不足，过多地片面要求企业的重视和待遇。做好大学生的职

业生涯教育，使其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摆正自己的就业心

态，从而提高吃苦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协作配合能力和工作

的责任心、对企业的忠诚度。
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中不难看出，大学生职业

生涯教育的很多问题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大学

生职业生涯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针对现存问题，利用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平台，渗

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

意义，是摆在高校教育教学工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人力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在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渗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高

校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坚持以

人为本的深刻内涵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

需要。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就业观，有助

于使大学生正确地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自我规划，培养奉献

精神和敬业意识。
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分析

2．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认识误区

由于高校职业生涯规划师资不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人们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识出现了一定偏差，把职业生涯规

划仅仅看作是如何“找工作”的训练。同时，在教学实践中，

因为教师的专业背景不同，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也存在一

定偏差。比如，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偏重心理学方面

的指导，重在心理认知，更多采用心理测量，把测量结果与相

关职业进行简单对应; 而具有就业指导背景的教师则把更多

重点放在如何做简历，提高面试技巧，介绍社( 下转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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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他们的参与意识，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
3． 4 改革课程实践考试方法

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中心，重视教学过程的管

理，并采取多元化及形成性考核等多种考试方式。
4 “项目导向”教学模式在室内设计专业课程中的具体实践

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生仅靠书本上所学的知识，是不可能

弄明白室内设计中各方面要素和表现手法的，室内设计专业

不能纸上谈兵。通过“项目导向”教学模式可以培养学生独

立的设计能力，包括绘制施工图、效果图、工程预算以及独立

操作建筑装饰室内设计工程项目的能力。
针对实际课程，落实“项目导向”教学模式，将其贯穿整

个课程改革及设计中，以下是具体做法:

( 1) 调研行业岗位的需求，整合理论知识基础和实践教

学内容，制作完整的、典型的实际工作案例，并将其作为主要

的课程实训项目内容。
( 2) 以实际工作过程为依据，设计编撰具有操作性的、实

践课程的实践教学指导书。
( 3) 根据室内设计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专业方向，建设完

善适合专业特点和方向的实习基地。
( 4) 根据课程特点来构建实践教学考核体系。
( 5) 重新对教师定位，落实“项目导向”教学模式。
( 6) 在实践教学中积极推广“以赛促教”。
室内设计专业经过多年的教学发展，已经具备了改革基

础。目前，高职院校室内设计专业“项目导向”教学模式经过

不断探索研究，教师教学水平逐步提高。在课程设计过程中

教师突破了以往传统教学模式，建立起一套以实际工作岗位

中的工作任务和岗位需求的能力、知识和素质为中心的项目

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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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60 页) 会用人需求和经济发展，而忽视人内在的需

求和差异，强调“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模式。由于在认识

上和操作上存在的误区直接影响到了高校开展职业生涯规

划的教学课时、教学场地、教学投入以及教学效果等，这也成

为制约高校职业生涯规划健康发展的瓶颈。
2． 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脱节

从事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教师习惯上把生涯规划教育

与思想政治教育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意识

形态，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抹杀了个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发

展; 而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引导学生认识自己，强调个性的

张扬，强调自我价值实现，强调个人与职业的契合与匹配。
如果仅仅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强调个人的追求，无疑会助

长自由化思潮，把个人与国家、集体对立起来。现在，大学毕

业生在就业找工作时往往一味强调个人的报酬与发展，有单

位也不签，出现大量“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表面上看，

这种现象是因学生“定位”不准造成的，其实深层次原因则是

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脱节的问题。
目前，高校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主要借鉴的是西方

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缺乏与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结

合。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时更多地强调了竞争意识，职场取

胜的方法，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与途径，而忽视了仁爱、责

任、担当、感恩、厚德、忠义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由此造成

了当前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缺乏“灵魂”，失去活力，难

免出现一些职业生涯规划课堂学生逃课现象。
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观

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很多问题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范围，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

在着内在联系。因此，必须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为突破

口，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渗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
( 1) 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优势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创新

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建立具有中国本土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理论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使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等。高校的

人才培养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力

保障。高校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不能搞自由主义，更不能

仅以个人价值观来指导生涯规划，而是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具有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兼收中西文化

内涵的接班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二者不

能割裂，必须有机地协调起来。在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

作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突破西方职业

生涯规划的弊端，形成适合中国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理

论体系。
( 2) 突破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建立以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为中心的学生日常教育管理体系。目前，高校的

学生管理模式还没有与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相结合，尚处于学

生会管理下的大学生自我管理模式。因此，建立以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为中心，将学生管理与职业管理相结合就显得尤为

迫切。针对目前职业生涯规划与思想政治工作脱节的问题，

可采用职业生涯规划进课堂、进实习、进组织生活、进党建、
进班会、进素质拓展活动、进档案的“七进”方式全方位覆盖

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并通过校企文化的融合将企业的职业

管理制度、管理文化引入学生管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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