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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等。这类能力既是单位选拔人才

普遍所需的基本条件，也是保证高校大学生能够顺利就

业的基础。

第二层为专业知识拓展创新能力，包括专业知识拓

展能力、专业知识创新能力等。这类能力既是单位选拔

人才的重要关注点，也是高校大学生能够顺利就业的重

要保障。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若想增加成功几率，就必须

要学会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切实将所学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三层为求职营销能力，包括求职技巧、求职方法

等。这类能力既是单位选拔人才的提升项，也是高校大

学生能够顺利就业的加分点。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若想

脱颖而出，就应掌握相应的求职技巧与求职方法，并在

面试前对自身进行正确定位与分析，把准机会，在面试

中充分展示自身优势。

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因素分析

（一）根本原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能力不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能力不足是影响其就业能

力提升的根本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高

校教学模式方面，教师往往过于偏重就业理论的讲解，

忽 视 了 学 生 就 业 技 能 的 培 养 ， 即 产 生 “ 重 理 论 、 轻 实

践”的问题，学生就业技能不够精通。此外，教师在教

学中没有注重培养学生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等品质，导

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缺乏相关的职业品质，影响其就业

能力的提升。其次，在高校就业指导方面，就业指导的

方式较为单一，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需求的联系不

够，导致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不强，对其就业需求的帮助

不大。此外，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就业

指导时主要集中于就业信息的发布，简历修改、面试指

导、心理辅导等就业指导相关服务还不足，没能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充分的帮

助，因此，不利于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再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由于受到自身经济方面的影响，在就业过程中

容易产生受挫与不自信心理，从而陷入就业困境。

（二）客观原因：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脱节是影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客观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与人才需求呈现出不平衡矛盾。而高等教育的人

才培养机制未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在进行人才培养

时没有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调研了解，制定的人才培养

目标较为空泛，指向性不强，因此培养出的人才与当前

社会对其需求的相关性不高，从而产生某些新型产业缺

乏相关人才，某些产业则人才饱和等问题，进而影响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其次，在高等学校育

人机制方面，部分高等学校对资助育人的理解还停留于

表层，即仅注重物质层面的资助，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资

助。此外，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感恩、诚信、励志

等品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仍较为缺乏，导致其在就业过

程中会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容易产生退缩、自卑、逃

避等心理，进而影响其就业能力的提升。

（三）直接原因：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服务机制缺位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与 就 业 服 务 机 制 缺 位 是 影 响 家 庭 经

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直接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国目前的社会保

障制度未能有效促进高校大学生就业，原因在于户籍与

工资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使人才的合理

流动在高校中无法有效实现，需求倒挂严重，从而成为

高校毕业生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国家较为偏重在物质层

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忽略了对其综合能力

的培养，在其提升就业能力方面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其

次，在高校提供的就业服务方面，目前大部分高校在进

行就业服务过程中普遍存在就业经费紧张、就业服务人

员不足且素质不高等问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职业

规划仍缺乏针对性的指导，且没能及时发现其就业过程

中出现的消极心理，因而没能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不利

于 其 就 业 能 力 的 提 升 。 再 者 ， 已 有 的 就 业 服 务 体 系 方

面，其在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与再就业方面没

有足够的意识，制定的就业政策往往实践性不强，这导

致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在 就 业 过 程 中 往 往 被 认 为 能 力 不

强，从而影响了其就业能力的提升。

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

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能力需要多方面的努

力，除了学生自身因素，还需要政府、高校、社会等多

方的参与和配合，从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有效

解决。

（一）转变各级政府相关职能 

在市场与政府二者的关系中，政府履行促进就业与

教育公平等相关职能，应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将高等教育发展与其发展需求

相联系，完善就业市场环境。 [1]因此，各级政府应转变

相关职能，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的问题。首

先，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

分析预测，发挥其与企业的纽带作用，鼓励企业依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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