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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mployment is the core issue of general concer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sca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f social 

posts on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overall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ptimistic.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elp and guide 

graduates to find jobs quick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scientific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 optimize the docking of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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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业问题是高等院校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

岗位对于应用能力的日益重视，高校学生的整体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为优化高校就业质量，

帮助和引导毕业生快速就业，高校应该做好科学的就业指导工作，同时还应该将就业指导与

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优化对接。 

1. 引言 

对于广大高校毕业生而言，保障稳定快速的就业，直接关系着自身价值的体现，同时也

是高校教学质量以及社会认可的一种表现。现阶段高校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较为严苛的

现实，高校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就业市场逐步成为“卖方市场”，高校毕业生面临着

企业严格的筛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为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好更快的

就业，在就业指导中应该积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实现两种教育的优化对接，切实提升

高校毕业生的整体就业质量，积极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1]。 

2. 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对接应用的可能性 

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从表象上来看，二者分属于不同的教育体系，但事实上二

者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为帮助高校毕业生更好更快的就业，有效解决毕业生就业过程中

的主观问题，应该尝试将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对接，并全面优化二者的对接作用。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可以看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科学

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在充分发挥自身价值的同时，也

不断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还包括健康指导、就业指导、学生维权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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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指导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分支。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就业指导与系统专门性的

就业指导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前者是浅层次的就业教育，后者则是系统化的就业规范与指导。

就业指导是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前的必修课程，是每个毕业生都需要接受的专门化教育。从

就业指导这门课程的本质来看，就业指导工作的价值在于辅助高校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

认知观，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其包含的内容有指导学生的理念、规范学生们的行为等。从

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分属于不同的教育系统，但二者之间具有

一定的关联性，同时也存在对接的可能性。无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亦或是就业指导教育中，

学生都是主体。为帮助学生科学就业择业，快速就业，快速适应社会岗位，高校应该注重就

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对接，以此来综合性优化学生的就业能力以及职业素养。 

3. 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对接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不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客观因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学生的就业效率以及就业质量，但作为就业主体的学生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同样影响着学

生的就业效率。为全面优化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对接，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3.1 加强机构建设，领导与执行力量重构 

现阶段在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实践中，这两部分工作完全分属于不同的

部门和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二者的优化对接。因此，从上层设计的角度来充分考量

二者优化对接的可行性，必须做好机构建设，不断优化它的领导力。但从二者的交叉性来看，

无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就业指导教育中，辅导员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挖掘现

有的机构设置，扩展就业指导部门的职能，将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成为其本职工

作之一。高校就业指导部门负责领导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着重

优化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职责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就业指导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引导他们在工作实践中，积极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强化就业指导人员的认知，还应

该全面贯彻落实绩效考核体系，将就业指导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以

此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水平与质量[2]。 

3.2 做好学业及职业规划，科学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在高校就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对接过程中，还应该做好科学的学业规划，同时

在学业规划中有效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学业规划是大学生学习以及未来工作的重要基础，在

就业指导教育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科学进行学业规划。同时，为确保学生在学业规划中树

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应该积极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此外，为充分考虑到学

生的个体化差异，高校应该积极建立个人就业指导档案，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职业生涯的发

展路线，为每个学生制定符合其需求的职业发展路线。与此同时，高校还应该引导学生树立

科学的职业规划。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就业指导教育中，应该引导学生做好科学的职业

规划，找准自身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树立科学正确的就业观。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的优势和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学生积极将个人理想

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于国家发展、区域发展，通过科学的就业指

导教育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帮助学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 

3.3 加大思政学科建设，发挥就业指导实践特色 

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对比较呆板，教师过分依托于教材内容来进行授

课，不仅难以体现思政教育的时代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优

化学生的整体思想认知，科学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就业择业观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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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该注重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更好的体现社会

学、哲学等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基于科学系统的理论教学来真正优化学生的思

想观念，全面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在未来的社会岗位上注重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与此同时，高校还应该充分发挥就业

指导的作用。在就业指导教学过程中，一系列生动全面的教学案例以及实践案例，能够帮助

学生深入浅出的理解与认知知识。鉴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践性匮乏的现状，高校应该充

分利用就业指导教育来补充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实际生活脱节的情况，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

思辨能力，能够正确看待自身专业优势以及社会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继而找到优化和提升

的方向，更好更快的投身于就业大军中。 

3.4 紧密结合就业热点，引导学生共同分析 

在思政政治教育中，教师要综合分析各方面影响因素，优化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正

确认识思想政治课程，对进行针对性的就业形势、政策指导二者方面的教育。在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中，教师应该将理论内容与学生普遍关注的就业热点等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深入全面

分析就业形势、就业政策以及自身的发展方向等等。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将学生就

业择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学校歧视（企业将 985/211 作为选拔人才的门槛）、性别歧视（招

男不招女）等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学生采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

在高校就业指导教育中，教师同样可以将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引入课堂，切实优化学生处理

和应对就业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积极的心态，正确看待自己。同时，培养学生科

学的意志品质，敢于直面就业中的诸多难题难关。在思政政治教育中，教师要综合分析各方

面影响因素，优化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正确认识思想政治课程，对进行针对性的就业形

势、政策指导二者方面的教育。 

4. 结论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加上毕业生

主观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增加了就业难度。因此，高校应该积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

指导教育结合起来，在优化学生职业素养的同时，不断优化学生的思想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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