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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

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因此，加强对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引导，以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导学生的成人成才是很必要的。

2 重视培养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意义

2.1 外部就业环境影响大学生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形成
近两年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严重影响了正常的

社会经济秩序。加上大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加，就业市场中就

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找到工作或许并

不难，难的是找到与自身期望相符的工作。低收入的工作看

不上，高收入的工作轮不上，于是陷入了“就业难”的困

境，许多学生消极地认为“毕业就等于失业”。劳动力市场

的供求不平衡和结构性失业矛盾的存在，使得求职难度直线

上升。面对就业问题，大学生如何更好地依据自身能力与特

点进行选择，不仅关系着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融入社会、

参与社会事物的重要抉择。它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

现，更是一个人成为社会人的标志。对社会来说，这也直接

关系到社会的良性发展。正确认识外部就业环境，对于大学

生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2.2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培养是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的需要
每个人拥有自身独特的人生观，职业价值观则是人生观

在职业生活、工作发展上的一种内在的、稳定的态度与评判

标准。它是个体对职业能够为自身带来什么、实现什么、完

成什么的一种认知；它受到社会、家庭、文化等潜移默化的

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易产生变化。

然而，当前大学生群体中主要是以“00 后”为主的新

一代年轻人，是在新的市场经济发展下成长起来的一群年轻

人，在价值观塑造方面，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这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部分毕业生对自身的定位和职业方向缺乏清晰的

认识，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现象，在就业选择上存在一定程度

的功利、啃老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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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树立“幸福源自

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的理念 [1]，弘扬

践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重要精神，要求学校

“强化劳动精神、劳动观念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

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的道理，更好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

重视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落

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新时期青年一代

的使命和担当。

2.3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培养是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的思想保证
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数字经济，实现数

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打造数字中国。这一发展

的趋势变化，对于大学生在就业认知、职业能力提升方面都

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社会要求学生必须具备

良好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

就业选择。职业素养主要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信

念、职业行为、职业作风、职业技能、职业精神、职业修养、

职业心态等内容，但从对学生的调查情况看，学生在学习期

间并没有重视对职业素养的养成。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良好

的职业素养有利于学生以后在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

业能力；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讲，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

优秀员工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和保障。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公民职业素养的高低直接影

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因此，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对于大学生职业素养

的养成有重要的意义。

3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培养的路径
3.1 重视职业发展课程体系的构建

高校的人才培养立足于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目前高校开设的职业发展课程一

般包括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大学

生就业指导等课程。这些课程都以培养学生建立良好的职业

价值观为出发点，引导学生在校期间就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

职业素质、创业就业能力等，为以后的求职就业做准备。马

克思在他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认为，青年

在有条件自由选择自己职业的基础上，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去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 以求达到使自己趋

于高尚的价值目标。因此，在职业发展课程体系的构建中，

对大学生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就要注重在课堂学习中的

“引”，在具体活动中的“导”。通过课堂教育和课下讲座、

辅导，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大众化教育；通过建立职业规

划和就业指导网络体系，为学生提供了解和学习就业政策和

就业形势的平台；通过职业咨询，指导学生解决个体就业疑

惑，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自我合理定位，做

好符合社会需求和适应就业环境的职业规划。

3.2 将课程思政融入对学生的培养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

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2]。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将思政元素融入职业发展课程和

专业课教学中，深入学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

领悟和把握好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引导学生在

立足专业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确

定自己的就业目标，并了解和掌握实现目标所需的知识、能

力和素质，做到专业学习、个人兴趣、职业理想与国家需求

的有机融合，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3.3 加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应利用在校学习的机会，夯实专业基础，不断提

高自己的就业创业能力，“将课程学习与项目学习有机结合，

将行业知识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通过混合教学、联合培养

等模式完善产学合作的协同育人体系”[3]。许多学生误认为

专业能力好，在未来的职场中就会获得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

发展机会，但是在职业发展中需要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所

以，要加强对于学生创业意识的教育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通

过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语音表达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

结协作能力、抗压能力等，输入积极的就业价值导向，激发

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潜移默化带动学生创业意识的养成。

3.4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新时期的公民道德观念深入人心，通过

实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成为核心价

值观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了解党和国家发展的历程，了解行

业发展和人才需求，形成正确的就业观。

4 结语
建立科学的大学生职业观是实现大学生自我职业规划的

基础，也是社会实现高质量就业和充分就业的思想保证，应

通过职业观的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成为有理念

信念、责任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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