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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还未完全适应疫情下就业

形势

高 校 的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是 长 期 形 成 的 较 为 固 化 的 育

人模式，经过不断研讨与实验，形成一套成熟的就业课

程及就业指导模式，针对不同年级开展生涯规划及就业

指导教育，因此很难短期内进行大规模改动。而疫情对

就业形势的影响是疾风骤雨的，部分企业的用人需求突

出表现为短期实现盈利目的，疏于对企业文化的长期养

成。高校传统的就业指导教育往往滞后于就业市场、用

人 单 位 的 需 求 变 化 ， 逐 渐 开 始 无 法 适 应 当 下 的 就 业 形

势。

“三全育人”理念在高校就业工作中的应用

（一）组建“全员育人”就业指导团队

“全员育人”重在“全员”，可见就业指导工作不

仅仅归责于毕业年级辅导员及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老师，

它要求学校各个职能部门及教职工、学生家长以及用人

单位协同合作，提升就业指导水平。学校、学院各级领

导、学科带头人应统筹全校就业工作，全面解读就业政

策，分析就业形势，为各院系就业指导辅导员、教师搭

建技能提升培训平台。辅导员对全体学生有针对性地开

展 生 涯 规 划 教 育 及 职 业 规 划 教 育 ， 协 助 用 人 单 位 开 展

“24365”校园招聘模式。学科导师、班主任从专业角度

对学生就业意向进行指导，并通过其广泛的人才资源为

学生就业提供便利机会。[6]学校在加强家校联动的同时，

学生家长应树立“主动就业”意识，立足原生家庭背景

及社会资源为学生满意就业提供参考依据。社会各界应

以爱护、包容的态度鼓励应届毕业生尽快完成从高校进

入职场的角色转变，为其提供更多实习锻炼机会，让学

生在实干中增长本领才干，磨砺吃苦耐劳品质。

（二）打造“全过程”就业技能提升平台

“全程育人”要求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开展在学生入

校到离校的全部学习成长过程，涵盖新生入学期间的生

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就业意识；二、三年级学生

在校的行为规范教育及创新创业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就

业政策、提升就业技能；毕业生的就业技能教育及离校

教育，不断积累就业经验，坚定就业志向。《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提出高校应坚持遵

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

坚持以生为本。就业工作同样应坚持把握教育规律及学

生在校期间各阶段成长规律，有目的性、针对性、阶段

性地构建就业指导培养体系，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最终

实现满意就业。

（三）构建“全方位”就业指导培养体系

“全方位育人”在疫情当下的就业指导工作中尤为

重要，高校应联合社会、学生家庭各界多措并举打造就

业技能提升平台。加强思想引领，利用主题班会、党团

日活动面对学生群体开展主题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当前就业形势，降低就业预期，尽早梳理就业目标，实

现“早就业、好就业”。创新方式方法，线上线下双渠

道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拓宽“互联网+”“云就业”“直

播带岗”等多种新媒体渠道，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持

续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强化底线意识，高校在开展就业

技 能 提 升 教 育 的 过 程 也 应 加 强 诚 信 教 育 ， 培 养 规 矩 意

识，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意识，减少违约。注重长

效反馈，学生毕业后，通过回访校友、经验分享、调查

问卷等形式了解学校现已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存在的缺

失，以最新用人需求及培养目标不断更新就业模式，跟

踪反馈毕业生就业质量，建立长效培养机制。

“三全育人”理念下工学院就业工作模式创新探索

（一）注重全方位，提升信息传递新活力

工学院注重平台搭建，在就业淡季主动联系新疆正

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业集团等单位开展“空

中”宣讲，增强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了解与认识。注

重信息推送。成立毕业生委员会，由信息组成员负责整

合高校人才网等招聘网站相关专业的招聘信息，通过QQ

群、微信群以及学院官网等多平台向毕业生进行反馈。

注重意识培养，引导学生就业选择过程中，在算好“经

济账”的同时算好“发展账”和“政治账”，强化学生

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学生将个人选择、时代需求、国家

发展紧密结合，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学 院 组 织 开 展 “ 求 职 训 练 营 ” 系 列 活 动 ， 举 办

专 业 认 识 实 习 、 “ 执 笔 锋 芒 ” 中 石 油 专 场 模 拟 面 试 、

“‘职’‘面’未来”模拟面试、“‘职’在必得”简

历设计大赛、“三桶油”双创赛等各类活动，全面讲解

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礼仪、招聘笔试等专项技能

提升辅导，同时开展个人职业测评，针对学生薄弱环节

开展针对性的辅导，实现就业生求职指导全覆盖。以准

确分类、全面覆盖、兼顾个性为重点，针对不同专业、

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就业、升学意向各异现象，结合学

生兴趣爱好、性格特点、学习成绩和学历层次等，描绘

学生职业画像。通过精准就业分析，形成特殊群体学生

就业意向数据库，建立“一生一策”动态管理系统，根

据就业意向，精准推送岗位信息，“送岗位、送政策、

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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