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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业生人数的逐年攀升，给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缓解这一问题，进一步提升毕

业生就业质量，本研究提出了全程化就业指导服务。在该服务体系中，辅导员群体具有年龄结构、工作

内容、岗位性质等方面的优势。为充分发挥以上优势，本研究认为应当将辅导员队伍从事务性工作中剥

离出来，注重发挥其连接作用，以该群体为核心，以点带面，调动学校、家长、企业、社会机构等主体

的积极性，共同为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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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graduates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work in universities. To alleviate this problem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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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tes’ employ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guidance service. In this 
service system, the counselor group has advantages in terms of age structure, job content, and job 
nature. In order to fully leverage the above advantag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eam of coun-
selor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ransactional work and emphasized on their connecting role.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is group as the core, point by point,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schools, parents, enterpris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to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em-
ployment guidance work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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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破千万。据教育部数据

显示，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158 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 1，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受

此影响，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增多，“躺平”和“摆烂”现象加剧，给高校就业工作带来了更大

的挑战。 
“躺平”和“摆烂”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毕业生就业意识不强，对政策把握不够。为解决这

一问题，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应当覆盖学生在校的全部阶段以及各个方

面。而在高校中，能够参与学生全部阶段和生活学习方方面面的群体就是辅导员。 
因此高校开展和实施全程化就业指导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辅导员队伍。该群体在这一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促进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中的全程化就业指导服务，是指以生涯

教育为主线，学生为主体，由高校、企业、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的就业指导服务。 

2. 辅导员队伍的天然优势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与学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易于

取得学生的信任[1]。同时为做好学生管理和服务，辅导员需要对接多方主体，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

在就业指导工作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年龄结构优势 
我国辅导员队伍整体趋于年轻化，其中近 61%的群体年龄集中在 25~34 岁之间[2]。在开展学生管理

工作时，一方面辅导员自身曾经历过职业决策的迷茫和求职面试的困难，对学生的就业指导需求有感同

身受的理解；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从学生身份到工作者的转变，具备更多的就业“实战”经验，可以结合

自身经历，给予学生更加实际的就业指导，真正做到言传身教。另一方面，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年龄代

沟相对较小，其生活经历、认知习惯等方面和学生较为相似，容易和学生共情。因此在指导学生就业时，

年轻辅导员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内心，聆听其真实需求。 
2、工作内容优势 
2017 年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辅导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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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职责做出了详细的描述。《规定》指出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

的知心朋友，其工作职责应当覆盖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规定》详细列举了辅导员的工作内容，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

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等。

通过以上工作内容，辅导员可以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专业特长、性格特点，挖掘其职业兴趣和价

值观，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岗位推荐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借助日常思想理论教育，辅导员可

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3、岗位性质优势 
高校工作中，由于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的要求，辅导员扮演着重要的联接作用。为做好思想引领，

辅导员要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充分解读政策文本，准确向学生传达政策导向；为做好学风建设，辅导员

要对接专业课教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为便于推荐就业岗位，辅导员还需要对接企业，一

方面为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学生信息，另一方面开拓岗位，挖掘更多符合学生需求的招聘信息。 
由此可见，辅导员群体自身特点和岗位性质，共同决定了该群体在就业指导工作中的作用。但是目

前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辅导员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更多的时间被用来处理事务性的工作。 

3. 辅导员当前工作的角色偏差 

当前就业工作中，高校辅导员是主力军，主要负责政策宣传、信息传达、资料汇总等内容。这些事

务占据了其多数工作时间，但是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在于辅导员的身份角色出现了偏差，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1、信息的被动接收者 
1) 机械转发就业政策 
辅导员从事就业指导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将个人小我融入国家与

社会。这就需要辅导员对国家政策有清晰的认知，和正确的理解。当前高校中，辅导员开展就业工作，

存在政策解读不到位或直接转发政策条文的情况。这就导致政策条文只是形式上传达到位，对于其内容

学生并不了解，甚至未曾阅读。而这些都会给学生的就业增加外部环境风险。 
2) 被动等待招聘企业 
根据学生特点和需求，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是高校辅导员工作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辅导员看

似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实则不然。开展就业工作过程中，辅导员确实及时转发了招聘信息，但是这

些招聘岗位和学生专业的匹配度有待考量。同时前来招聘的用人单位多为“固定嘉宾”，企业数据库亟

需更新。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辅导员忽略了往届毕业生这一独特资源，未能充分挖掘潜在就业岗位。 
2、学生培养的独行者 
1) 缺乏与专业教师的沟通 
大学的意义在于学习与成长，在于思想的提升和知识技能的学习。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需

要辅导员和专业教师共同配合。但是目前，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的联系聊胜于无。辅导员仅从宏观上

灌输就业观念，指导学生制定生涯规划，导致学生的生涯规划纸上谈兵，脱离专业现实，欠缺实施可行

性。 
2) 缺乏与家长的沟通 
高校学生处于生涯发展的探索阶段，已经初步确立了对职业世界的态度[3]，并且这一过程是在家庭

中完成的。由此可见，家庭因素在学生求职择业过程中具有一定分量。然而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

辅导员往往忽略了家长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多数情况下，辅导员倾向于独立解决学生的学习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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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问题，较少联系家长。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沟通渠道的不畅通，形成家长无法参

与就业指导，辅导员“单打独斗”的局面。 
3、班级管理的“实干家”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复杂多变，要处理的事务纷繁琐碎。因此需要借助学生干部群体，充分调动学生

自主管理的积极性。但实际情况却是，多数高校辅导员习惯于“亲历亲为”，不懂得如何放权于学生干

部。不论是业务性工作，还是事务性工作，辅导员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占据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

力。最终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大大降低了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效率。 
4、自身建设的忽视者 
就业指导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就业环境、职业信息等，每时每刻都在

变化。因此，就业指导工作需要辅导员关注自身能力建设。但由于学生管理工作，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

重复性，辅导员容易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心理困境中。多数辅导员会产生一劳永逸的错觉，认为当前所掌

握的知识，配合已有的工作经验，足以应对就业指导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不愿意再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

培训。结果往往是由于观念陈旧、方法僵化等，导致就业指导效果差强人意。 
综上可知，当前辅导员队伍缺乏清晰的工作定位，疲于应对各种琐碎的事务。同时，高校忽略了该

群体的自身优势和岗位特点，导致就业指导工作趋于碎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指导的效果和学生就

业质量。因此，为提升学生就业质量，高校应当逐步建立全程化就业指导模式，将辅导员队伍的优势发

挥到极致。 

4. 全程化就业指导服务中辅导员的工作定位 

为充分发挥辅导员队伍的天然优势，形成多方参与的全程化就业指导体系，高校辅导员应当从事务

性工作中抽离，以自身为纽带，将学校、企业、家长、社会机构等主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就业指导

服务网，覆盖于学生求职择业的全过程。 
1、申请学院支持，串联专业课教师。 
学生求职择业的过程，不只是职业素养的考核，更多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考验。因此辅导员开展就

业工作，需要借助院系领导，与专业教师共享资源。组建专业教师队伍，定期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带领学生参加专业竞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同时邀请专业教师现身说法，讲述自身与所学

专业的故事羁绊；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对专业教师进行人物访谈。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专业

和职业的认知与了解，增强专业认同感。 
2、增强校企合作，扩大社会关系网络。 
学生就业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培养方案与企业用人方案的对接程度。帮助学生顺利实现就

业，其实就是顺利地向企业推送人才的过程。因此，辅导员开展就业工作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与企业构

建紧密联系。一方面，通过建立校友群、校友数据库，充分利用已有毕业生资源[1]，深入挖掘更多就业

岗位。同时邀请优秀毕业生返校进行宣讲，分享职场经历和感悟。另一方面，通过访企拓岗、企业社会

实践等活动，与企业人事主管开展交流，邀请其进校宣讲，与学生近距离接触，让学生提前树立 HR 招

聘意识，了解面试流程，提升求职技巧。 
3、建立家校合作，培养学生职业意识。 
在学生个体成长过程中，家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家长的职业观念、职业期望、家庭氛围等因

素，会对学生的就业观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家庭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应当有一席之地。前期，辅导员

可以通过学生信息调查卡，了解家长的职业种类，从而建立家长职业群。这样一来，一方面通过与家长

沟通，深入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现其就业观形成的背后原因，方便对其进行干预和引导。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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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优秀家长代表到校开展讲座，让学生从身边寻找就业榜样，重塑职业价值观。 
4、参加就业培训，对接社会机构。 
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队伍是开展学生就业管理工作的纽带，需要定期更新知识储备，不断提升

就业指导实操能力。因此，辅导员群体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培训，一来可以积累理论知识，对就业指导

工作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二来，可以提升就业指导实操能力和水平，积攒更多的案例经验。此外，

通过参加培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就业指导工作者，并与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对接学生就业案例，

多角度思考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5、组建职业小组，调动学生主动性。 
学生是就业指导工作的主体，引导其进行自我和职业的探索，可以使就业指导服务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首先，辅导员要学会适当放权于学生干部，让自己从事务性工作中抽离，一来可以锻炼学生的管

理能力和综合素质，二来可以提升自身就业指导工作的效率。 
其次要尝试借助班干部群体，在班级内部实行生涯自治。进校初期，在班级内组建职业生涯规划小

组，通过发布任务，指引学生绘制生涯彩虹图，并结合职业测评结果认知自我。同时布置小组作业，收

集专业相关行业、企业及岗位信息，共同绘制专业就业地图，让学生变被动接收信息为主动收集信息，

增强学生就业意识。另一方面，组织开展丰富有趣的生涯探索活动，营造浓郁的职场氛围，进一步强化

学生的职业意识。 
这样一来，辅导员队伍凭借一己之力将多方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围绕学生共同开展就业指导工作，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就业指导贯穿于学生求职择业的全过程，打破传统碎片化的

指导模式，覆盖就业观念、生涯发展、求职面试等多个方面，同时激发学生自身对于职业世界的求知欲，

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5. 结语 

在当前形势下，就业已然演变为过程性事件，因此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也不能仅停留于毕业之际。为

提高学生就业成功率和就业质量，高校需要将就业指导服务延长至学生在校全部时间；同时引进多方主

体参与其中，覆盖学生就业的方方面面，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指导服务全程化。而这一过程漫长

且复杂，需要找到最为合适的着力点。高校中，辅导员就是这一着力点。简而言之，重视辅导员队伍建

设，重新定位其身份角色，方能发挥该群体的天然优势，从而促进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

毕业生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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