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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不断提升大学生理性的就业能力。大学生自主

培养就业的意识比较薄弱，缺乏达到该目标的恒心与毅

力，对未来也没有清晰的规划。由此看出，意识的不自

觉性影响到行动的不自觉。大学生习惯性接受教师课堂

所教的内容，却不能自主探索，存在明显的学习层面的

惰性思维。

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帮扶路径

（一）发挥学校在就业价值观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

在 “ 求 真 务 实 ” 就 业 总 观 念 的 指 引 下 ， 将 工 匠 精

神融入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善于在精细中出彩。经济

困难大学生必须在学校树立正确的职业素养观，坚持在

学业上精益求精，在工作上尽忠职守，不断提升核心素

养 ， 树 立 良 好 的 就 业 品 质 。 学 校 是 培 养 大 学 生 具 有 工

匠精神的主渠道和摇篮。 [6]第一，完善课程结构。在大

学生就业指导类课程中加入含有工匠精神的元素，让学

生了解工匠精神的本质内涵，如职业规章、通用素质课

程等，指导学生形成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敬业奉献的

精神素养。在实训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耐力与注意

力，灵活运用相关措施，促进学生全方面领悟工匠精神

的内涵。第二，完善培养模式。通过产教融合、产学合

作、校企合作等方式，增加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

在企业实习中不断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二）发挥市场在就业帮扶中的驱动作用

市 场 是 一 双 无 形 的 手 ， 在 资 源 配 置 中 起 到 重 要 的

推动作用。第一，调整企业税收，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降低运营成本，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企

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就

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留住人才。

第二，加大基层帮扶就业的力度，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

资源相对少，需要发挥政策优势吸引学生去西部、去基

层、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让贫困生有机会提高生活水平，更好地步入社会。第三，

根据贫困生特征为其提供精准就业帮扶，组织学生参与

实习、访企拓岗，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有效聚集社会资

源，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增加学生就业机会。

（三）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在就业帮扶中的支撑作用

困 难 生 需 要 面 对 贫 困 代 际 传 递 、 家 庭 及 个 人 资 本

积累等诸多挑战，既要解决家庭生存问题，又需要具备

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拓宽眼界与格局，洞悉个人优缺

点，积极参与社会实习与实践活动。[7]大学生是推动“中

国制造2025”的重要力量。大学生在校学习时不仅要掌

握精尖技术，也要树立起端正的就业理念，[8]凭借专业技

能熟练地从事劳动实践，以一丝不苟的职业态度摒弃不

良职业行为，不断成长为国家所需的德才兼备的大国工

匠。学生根据社会所需与岗位职责要求，多考取各类资

格证书，有意识、有针对性地、积极主动完善弥补个人

资本、社会资本弱势不足，提升职场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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