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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力量强大，才能最大程度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发展

力所能及地做出最大程度的贡献。很多大学生将就业指

导课看成“水课”，如若不及时指出现阶段这种价值观

念存在的偏差，后面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4]

（二）更倾向于技术类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职

业院校主要培养工匠型技术人才，大多数学生会进入企

业一线开展实操工作。高职学生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形势下，应让自己具备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提高实操

技能水平，在经济浪潮中闯出属于自己的舞台。工匠精

神培养代表良好职业素养追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

求。职业院校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出更高

价值，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与发展。高职学校思政

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让每个高职学生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民族精神，不断通过人才与技术来推动国家进步与

社会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

时期，需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将工匠

精神融入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有助于培养出楷模式匠人。

在“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工匠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坚定基石。

（三）更倾向于创新型发展

中 国 随 着 人 力 成 本 不 断 上 升 ， 现 有 运 营 模 式 受 到

挑战，制造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如今是“十四五”规

划的决胜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有利于实现

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跨越，对职业素养的继承和发扬

尤为重要。当前，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国想要

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

量。只有构建起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的

工匠型人才，才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不断推动

中 国 成 为 制 造 强 国 。 我 国 正 处 于 两 个 百 年 的 历 史 交 汇

期，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升级，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会带动各方面变革，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学需要

承担好教书育人助力国家发展转型的重任，大力推动学

生 技 能 培 养 与 品 德 素 养 提 高 ， 让 学 生 在 创 新 中 实 现 发

展，更好建设创新型制造强国。

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层面：教学目标相对模糊，评价体系尚

未建立健全

通过调查发现，经济困难大学生是有职业规划和职

业发展意识的，但是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不肯吃

苦、忠诚度不够、就业态度主动性不强等问题。[5]学校的

就业指导相关课程并未系统纳入职业素养学习内容，没

有编订相关教材，培育内容也不固定。学校的职业素养

培育工作相对停留在较浅层次，组织讲座、宣传学习等

内容较为零散，也不够系统，对学生职业素养培育作用

不大。还通过调研发现，学术界关于经济困难学生价值

观的研究一直在路上，但其落实在就业指导层面却较多

时候处于初步阶段。各高校尚未明确培养目标、培育效

果以及培育的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行为标准。另外，

高校并没有形成明确且精准的评价指标对教学效果进行

系统评价。

（二）家庭层面：就业选择倾向稳定，结构性错配

显现

调查发现，经济困难学生更倾向于稳定性较高的工

作，因为他们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弱。调查也发现，

大多数家庭会更倾向于选择国企这类“铁饭碗”。面向

选择基层就业时，困难生的就业选择与家庭期待方面吻

合度很高。在具体岗位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技术

性强的岗位，而对一线工人岗位期待性较低。在地域选

择上，会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地区就业，对于经济较发

达地区不会作为优先选择。结合实际，每年国企提供的

岗位数量有限且竞争激烈，民企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对应经济困难生的就业取向，会出现结构性错配现象，

行 业 岗 位 与 需 求 出 现 失 衡 ， 呈 现 “ 招 工 难 ” 与 “ 就 业

难”双重困境，对高校就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学生层面：自主意识缺乏，执行力度较差

经济困难学生因缺乏社会资源，更需要一种强大的

内在力量，外力固然重要，但主要原因还在自身。“躺

平文化”在大学生中盛行，低自我效能感、逃避现实、

摒弃努力的状态大大增加了负面情绪。“躺平文化”与

中国主流价值观背道而行，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就

业责任心的缺失以及实践能力的退化。不求上进的随缘

状态是学生失去自信的现实表现，应该深入剖析其背后

大学生就业问题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