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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今大学生的工作这么难找，最根本的原因是什

么，如何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这是时下高职院校需要迫切

解决的问题，想要破局开辟新篇，我们在思考中总结出两点：

一是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只有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

人，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培养人，因此高职院校定制班、订单

班、师徒制传帮带班等特色专业班级应运而生；二是从学生

认知上树立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从新生进校开始，开展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教育链接我们的现实职业世界，

以就业为导向，引导学生清晰定位树立个人目标，找到一份

最清晰、最有见地的成长路线图，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

生。

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意义

1.1 明确为什么而学，让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变得有

温度

古语有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我们在学生

找工作之前，先教会理解和认识为什么而学，学习的意义在

哪里？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了解什么是职业，行业

职业有哪些分类，它和所学专业如何相结合，它的发展趋势

是什么，引领学生主动融入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探索中去，从

而使学生明确个人目标，找到个人职业规划路径的方法。

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在以清晰职业定位为导

向，树立个人职业目标和方向，促进个人主观能动性。在探索

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到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评、职业锚等专

业测评工具，引导学生以感兴趣的点出发，多角度、多方位全

面了解自己，并结合所学专业，了解自己未来就业情况，可以

细化到我们未来从事哪些领域和岗位。

1.2 找到适合的方式，做更好的自己

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是从知己着手，以认识自己开始，

以点带面，由小及大探索和挖掘自己更多可能。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自我探索，是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内

容。我们要向内奋斗找到合适的方式，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职业生涯规划可以让学生结合已有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性格特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特性，以放大个人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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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展优势成长。引导学生学会成长，把

对外界的关注返回到我们的内在，与自己的内在本源联系，

扎根内心深处，关注自己，接受自己，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寻

找更多职业方向。

1.3 发挥个人潜能，增强个人获得感和幸福感

教育的根虽苦，结出的果实却甜美无比。师生间的教与

学互相影响，相互促进。教以课程为导向，加入现实案例、互

动体验、情景模拟等教学方式，让学生探索中带着体验和实

践，导入真实职业世界，让学生提早认清现实，尽早树立目

标，做出选择。学以确定目标为导向，明确发展方向，有了针

对性，学生才更加积极主动。

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意义在于激发学生个人的职业

兴趣，发展个人潜力，让学习变得有趣而生动，鼓励学生在实

践中创新、创造，教会学生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学中

带着问题思考，在思考中创造，目标越明确，方向越清晰，每

走一步将更加坚定，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寓学于趣。

2.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分析

2.1 学生缺乏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知

2007 年教育部颁发了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

程教学要求》（教育厅[2007]7 号），明确要求全国高校开设职

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就目前高职院校的现状来看，职业

规划的重视程度仍不够。学生没有职业规划的概念，对职业

生涯规划的认识模糊，甚至有学生疑问不知道为什么学，学

了有什么用。由此可以看出职业规划在高职院校普及度还很

薄弱，需要加大力度引导学生认识到生涯教育的本质和意

义。

2.2 自我认知思维局限，缺乏自我认知

俗话说，“有规划的人生是蓝图，没有规划的人生是拼

图”。我们的学生之所以迷茫，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职业定

位，目标和方向不清晰。在校园的里，我们在与学生交流和沟

通中，会聊到未来的打算，学生通常一脸迷茫的表情，少数学

生会清晰、明确的说出自己想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计划、安

排。

高职院校学生在大学的三年里以及毕业后的一两年里，

学生普遍存在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适合做什么，对职

业世界了解不够，缺乏职业环境的代入感。许多学生初入职

场，他们的认知思维还停留在学校里作为学生的意识层面，

格局和思维局限，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很显然学生缺乏个人

认知，没有梳理出自己的个人规划和目标。

2.3 课程教学现状不理想

（1）师资队伍层次不齐。高职院校承担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教学课程的老师，多来自学生工作战线的辅导员以及

“两课”教学的老师，这些老师们尽管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

大多数仍存在缺乏职业规划专业背景。他们跟学生讲解的知

识点停留在表面上，没有专业底蕴支撑很难讲深讲透，课程

的教学呈现还是大打折扣。

（2）课程教学效果不佳。高职院校的学生自觉性比较薄

弱，课堂纪律层次不齐，上课投入程度不一。互动体验部分，

学生比较积极踊跃；到了理论知识部分，学生学习态度容易

走下坡，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降低，在唤醒学生的内在学习

动机这块还有待加强。

3.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对策建议

3.1 以兴趣为导向，挖掘更多可能，实现潜力推送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大

学生就业一没经验，二没明显优势，无法在企业中快速脱颖

而出，这与大学的教育与社会实践脱离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过去我们认为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而如今教育更多的是引

路，教师要以心为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潜能，

为学生点亮一盏盏心灯。

我们要以学生感兴趣的点为突破口，帮助学生跳出思维

的局限，找到个人发展动机，并看到自身的发展潜力，以梦为

马，放飞自我，让梦想照亮现实。这需要我们教育者，看到每

个个体的不同，鼓励每个人看到自身的亮光，有方向性的开

发个人潜力，以复利效应看待个人成长，每天进步一点点，努

力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3.2 加强专业实践体验，提前了解专业就业前景

丰富专业领域的知识，提升专业素养，树立学生的专业

自信心。从宏观的大环境来看，人工智能、电商行业等兴起，

或多或少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下行，产业转型，各行

各业都面临新的挑战，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大学生初入

职场，行业定位和岗位定位不清晰，导致人岗不匹配、岗薪不

匹配等诸多因素，找工作更是不太理想。

理性看待就业选择，降低期待，提高个人在职场中的适

应能力。高职院校学生要想快速融入社会，一是降低个人期

待，在缺乏经验和工作积累的同时，我们要学会面对现实，接

受短时间内薪资福利待遇略低的事实；二是鼓励学生加强个

人工作实践能力，利用寒暑假、实习等机会加强在现实职业

世界的锻炼，理论多于实践相当于纸上谈兵，结合实践演练

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和适应未来就业形势。

3.3 加强职业场景的代入感，认识职场中的竞争与

机会，增强自我实力。

职场中的适应离不开人际沟通与表达，那我们遇到问

题，要如何处理呢？工作中做的同时也要学会去总结，比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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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务过多，我们要学会走出大包大揽，忙忙碌碌的管理误

区，学会授权和统筹，分解任务，灵活安排。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工作效率，增强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能提升自我的

管理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提升了自我应对

竞争的能力和成功的机会。

用开放的心态看待工作，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是

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工作等于喜欢的工作吗？其实不然，薛兆

丰以经济学的角度曾说过，“天底下没有喜欢的工作，只要报

酬够了，就是喜欢的工作，报酬不够，都是不喜欢的工作”。那

么什么是好工作，你为什么找不到“好”工作？这还得从个人

需求出发，不同阶段，定义不同，需求不同。如果我们职业发

展阶段处在生存期，那我们首先得养活自己，能保证生存需

求；而发展期，更看重能力、钱、个人价值；处在事业期，则是

以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为前提。

4.结语
学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做出选择。我们常

常纠结在是选择大于努力还是努力大于选择，说职业选择比

努力更重要，是基于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预判，我们做好的

准备，它的底层逻辑只是判断对和错的时间不是足够长，不

一定是选择不对，有可能只是时间太短。我们面对学习、面对

就业，没有方向、茫然无措时，只要在个人规划中，增强发展

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学会了梳理个人发展路径，可以更加理

性的看待每一个选择背后的优劣势，在选择中择优，找到当

下更适合自己的选择。这时候我们要立刻行动，现在就去做，

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在选择中降低试错成本，这样才能

少走弯路，科学的成长。

学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让我们更快的成长。成长就是从

选择并承担开始，电影《无问西东》里有句经典台词，“如果你

们提前了解你们将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

前来”。无论我们是否能够预知未来，我们都要在人世间走一

遭，人生总是要抬头勇敢面对，何不以最好的方式绽放。想要

有所收获，获得个人成就，这期间还需要个人强烈的意愿和

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个人规划教会我们要跟有结果的人学

习，走稳脚下的路，做好自我规划，勇于探索，掌握生存技巧，

精准判断市场模式，以便及时调整，快速升级迭代。

学好职业生涯规划可以让我们更加专注的思考和创造。

村上春树说，“没有专注力的人生，就仿佛大睁着双眼却什么

也看不见”。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专注二字，只有专注才能够

更快取得成功，我们的工匠精神就是最好的诠释。我们读书

学习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这样才能

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让自己变得更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当下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坚持、有耐心的

人，坚持学习，坚持自律，规范作息，坚持做一个满怀抱负和

热情，拥有求知欲的人。只要我们不停止学习的步伐，永远向

前迈进，沿途的荆棘终将融泥作养，再回首时你早已比曾经

的自己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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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稳定兴趣，敞开终生爱好音乐的心扉

要想真正做到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教师则要把培养学

生兴趣摆到一个显要位置来认识，在引导鼓励他们的兴趣

中，注重培养他们对音乐课的稳定兴趣，诱发他们树立终生

学习音乐的愿望。音乐不仅具有审美性更有创造美的功能，

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是作者真情实感的写

照。小学阶段正是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正能

量的价值观念渗透更是受用终身，直接影响学生在音乐中的

获取体验与长久发展。肯定德智体美劳中对“美”需要，音乐

不仅是娱乐，更是特长，对学生的身心塑造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引导家长与学生的学习观念，纠正“音乐只具有娱乐

性”的片面观点。

参考文献

[1] 江舟. 如何正确评价学生的音乐能力 [J]. 中国音乐教育,2009
(06):51-52.

[2] 管秀秀.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浅谈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

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J].戏剧之家,2020(19):103.
[3] 赵霞 .浅议中学音乐教学与边缘学科间的融会贯通 [J].科学大

众,2008(03):144+146.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