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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学校网站投递中意企业简历，企业也可在网站对学

生进行面试，拓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三）辅导员是就业技能的传授者

大学生大多对就业工作不甚了解，对求职流程一知

半解，甚至认为就业就是大四才考虑的事情。辅导员一

般会担任《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的任课教师，通

过教授课程，在课堂上给学生普及当前的就业政策，引导

学生了解当前就业状况，帮助他们在大一时就树立起正确

的职业规划观念，从而在大学四年期间能够明确自身发展

目标，并不断付出努力。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就业程序、做

好就业准备、明晰求职礼仪等相关知识，为求职面试打下

坚实的基础。辅导员通过开展简历设计大赛，为学生一对

一修改简历，拿下求职“敲门砖”；举办模拟招聘大赛，

实战演练，传授面试方法技巧，提高面试通过率。辅导员

通过多种方式途径传授就业技能，帮助学生顺利求职。

当前就业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在辅导员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的过程中，因为有各

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具体的就业指导工作中也

存在着部分问题，影响制约学生的就业质量。

（一）就业指导专业程度不深

首先，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和针对性，不同专业学科之间的差别较大。目前辅

导员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阅历较少，且辅导员自身

的学科背景和所指导的学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文理科

交叉，导致辅导员对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发展方向了解不

足，无法为学生提供准确、成熟的就业指导，无法为学

生解决职业上的困扰和难题。其次，目前高校招聘辅导员

通常只招收应届毕业生，造成辅导员自身也没有过多的求

职经验，只能照本宣科给学生进行指导，无法给学生提供

长远发展的建议。最后，不论是职业生涯规划还是就业创

业指导，都需要专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目前高校对

于辅导员就业指导能力培训尚未形成完善科学合理的培

训体系，仅停留在毕业年级辅导员的就业业务性能力培

训，缺乏专门的职业规划、生涯教育培训。同时现有的

培训体系表现出培训周期短频快、理论学习不应用、后

期实践不持续、反馈机制不长效等问题。

（二）就业指导质量效率不高

首 先 ， 就 业 指 导 工 作 的 参 与 人 员 主 要 为 学 校 就 业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的教职工以及各学院辅导员，但其中

部分教师对就业指导相关知识了解不够，对就业工作的

实践性不足，只是简单地走形式，照本宣科，并没有发

挥出实质性的作用，学生也无法得到针对性的建议，导

致整体就业指导的过程效率低下且进行困难。其次，高

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的管理人员较少直接接触学

生，因此对学生的心理考虑较少，将就业指导简单地认

为 只 要 提 供 一 个 就 业 机 会 即 可 ， 因 此 指 导 的 匹 配 性 较

差。目前的就业工作普遍表现在转发就业信息、指导简

历修改、帮助学生签约等具体事务性工作，缺乏对学生

宏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引导学生将自身的理想追求

和祖国的前途发展结合起来。最后，目前的大学生处于

就业盲目、能力欠缺、意识淡薄的状态，其社会适应能

力和抗压能力较差，对工作的理想化要求和现实无法匹

配，这也是导致就业指导工作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就业指导平台制度不足

《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辅 导 员 队 伍 建 设 规 定 》 中 明 确 指

出：“辅导员要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努力学习思想政

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参加相关学科领域

学术交流活动，参与校内外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或项目研

究。”[2]首先，目前高校中缺少和辅导员相关的就业创业

科研团队和平台，实际工作和科研理论研究脱节，难以

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用实践提升理论。其次，因为辅导

员工作千头万绪，经常要处理各种琐碎性工作，所以导

致很多辅导员常常被困于事务性工作无法自拔，没有时

间去进行就业指导的科学研究。最后，辅导员工作队伍

不稳定，大部分辅导员带完一届学生就选择转岗，所以

毕业年级辅导员往往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就业工作的新辅

导员，且学校对于从事就业指导的辅导员缺乏准入准出、

聘任考核、专业化职业化的制度保障，限制了辅导员的就

业指导能力难以得到高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的发展。

提升辅导员就业指导能力的途径

（一）加强思想高度认识

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辅导员的

就业指导能力。“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新思想政治

教育的骨干力量，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

实地，成为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因此作为辅导

员，首先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就业工作，要具有

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要勇于面对自身的不足，自觉

主动地提升就业能力，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打好

基础。其次要通过年级大会、主题班会、谈心谈话、走

访宿舍等方式，主动走进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发展观，鼓励学生下基层、到西部，

在 党 和 人 民 需 要 的 地 方 发 光 发 热 。 通 过 表 彰 国 防 （ 基

层）就业优秀毕业生，并组织报告会、出征仪式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