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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高等教育已经开始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且开始朝向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逐渐凸显，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成为社会问题，提高大学生的

就业创业能力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大学生就业率的重要途径。因此，论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培养路径进行了探讨，给广大高校教师提供参考。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has begun 
to turn from elite to popular, and began to develop towards the popularization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Improving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colle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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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开始从精

英化向普及化阶段不断转变，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历史发展

的必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于 50% 时，高等教育处于

普及化教育阶段。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统计数据显示，于

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就达到 51.6%，在学已经

达到 4000 万以上的总人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

育体系。所以，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合理设置大学生教学

课程，优化专业课程的设置，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大学生积

极参加就业创业指导培训，才能切实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

力，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需求。

2 重视大学生就业指导

高校可以通过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将职业发展规划

与学校教学环节结合来提高学生对未来所从事职业的认识

和了解，降低大学生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同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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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还要加强对不同岗位就业能力要求的研究和分析，并将这

些岗位能力要求反馈给学生，加强学生对未来就业岗位的了

解，降低大学生就业信息搜集成本。高校应尽早地使学生进

入到实习实践工作，通过实习培养自己的工作热情，帮助大

学生认清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发现和弥

补自身知识不足的缺点，增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解决分

析问题的能力。在接触、认识社会的过程中，大学生可以对

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解，让大学生认识到未来岗

位工作的特点，避免因企业夸大宣传给大学生就业选择带来

误导 [1]。

3 合理设置教学课程

要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高校还必须重视市场需求

信息的调研和对国家政策信息的了解，解决人才培养与人才

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操作如下。

3.1 立足实际发展需求，调整课程专业结构

高校要立足各地实际发展需求，结合市场人才供求情况，

适当调整专业结构，合理设置教学课程，以此来避免人才培

养与人才需求之间不对称所带来的就业问题。高校在设置专

业结构的时候要把工作中心转向市场和学科相结合的方向，

对市场反馈信息进行搜集，了解未来的新兴产业和当前学校

设置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进

行专业设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校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

和社会人才需求相匹配，才能降低人才供求之间的不对称问

题，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

3.2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适应人才需求的变化

高校教育课程设计不以学科为主要依据，而主要以社会

需求为出发点，专业设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某类人才的需

求。因此，高校专业会随着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不

断作出调整。当某一类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时，相应的专业设置的数量就会较多，规模也会较大。相应

地，社会需求人才减少时，专业设置数量减少，规模减少。

所以，高校课程的设计既要考虑当前的人才需求，还要考虑

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2]。

3.3 注重个体的差异性，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高校课程目标设置，既要考虑全体性，也要注重个性的

差异性问题。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教育的目的在于为行业

提供专项人才，对行业来说，其人才的选拔标准是一致的，

所以本科教育具有全体性特征，通过课程学习让所有的学习

者达到同样的课程目标。但是从高校学生的个体发展的视角

来看，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要依据学生个体的差异性特质，

促进学生潜能的发展，促进学生可以达到同一个课程教学标

准，从而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宗旨。

3.4 课程内容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高校课程内容要理论与实践并重。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不同于职业院校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学生既有一定的理

论水平和研发能力又具有一线操作技能的中间型人才。所

以，高校课程内容设计上既要重视基础理论，重视以学科为

重的设置课程，同时也要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培养高研

发能力、高创新能力和高技能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为主。

3.5 学科中心和问题中心双管齐下，满足行业发展

需求

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应用型，它定位于满足各个行业

的发展需求，立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

旨。因此，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上以为行业培养创新型新时

代人才为目的，以提高人才旧技术的开发创新和新技术的应

用能力为导向。因此课，程内容需要围绕“以问题为中心，

围绕行业生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但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上以学科为依托，在课程设计上也通过

以学科为中心来确保知识的系统性和可传授性 [3]。

4 优化专业设置

高校要重视国家政策的解读，以国家政策为引导加强现

有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大学生培养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当前所热门的专业在四年之后可能市场人才已经饱

和。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也不能局限于当前人才的市场供求情

况，而是要以国家政策为基础，对未来各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进行了解，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既

要考虑学科的特殊性也要考虑行业发展的特殊性，结合时代

发展需求，加强对现有专业的升级改造，实现学生教育与人

才培养的与时俱进，降低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性。

5 加强校企合作

5.1 教、学改革与创新

高校以课程教改为基础，根据企业人才岗位需求，对现

有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校企合作、双元育人、企业对学生进

行远程视频教学。高校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

强化高校与企业、行业的深度合作，参与制定行业标准、企

业用人标准、专业标准等，构建专业与产业发展的联动机制，

增强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的契合度。组建产教融合平台、高

水平骨干专业委员会，坚持以企业为主导、学校为主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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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指导、政府为保障的校企合作方式，建立专业支撑、师

资互通、资本合作、资源共享的集团运行机制。

5.2 以赛代训、以赛促学

高校还要重视学生各项比赛的参与，一方面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校内比赛活动将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结合

在一起，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水平。另外，在比赛活动开展过程中，还要重视学生团队

协作能力、社交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以后学生的就业创业与生活打下基

础；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校外技能竞赛，用比赛来检验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实际运用能力，形成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人才

培养模式。在比赛中开拓学生思路和实践方式，构建多样化

实践路径，引导了学生体验创新过程，通过比赛参与检验学

生的专业能力。

5.3 学、服融合

让学生服务社会，带领学生参与完成校企合作单位工程

项目，有机衔接教师科研课题项目，让学生在学中研，做中

学、学中用。学生要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知识是一个不断

积累的过程，学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到，不能及时体现它的

价值，但是时间的积累，学与没学、学的认真与不认真，会

使学生与学生的专业知识悬殊很大。如果学生的专业知识学

得不好，会降低其就业创业概率。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还可以学习一些资格考试的课程，力争增加自己就业的成功

率。这样一旦拿到资格证书，那么作为毕业生就业就多了几

分胜算，同时可以更快地适应工作。

6 大学生积极参加就业创业指导培训

6.1 加强大学生对未来职业与岗位的了解

其实在校期间大学生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未来的职业

与岗位进行了解，如在校实习、未来从事行业实地考察、网

络查询等。同时高校基本都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有相应的

就业指导体系。不过，高校的就业指导以大四毕业就业指导

为主，学生应认真学习和对待就业指导课程，通过学习，确

定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大学生要根据各种职业测试量表，

如霍兰德职业倾向测试等，了解自己的职业性格，并结合所

学专业知识，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的规划，对未来发

展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防止定位过高或过低给自己未

来的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6.2 提高大学生强对各类就业信息的收集意识

在就业信息收集上，大学生要尽早收集各类就业信息，

避免临时抱佛脚问题的发生。实际从大一开始大学生就可以

关注自己专业的发展情况，提前了解。同时大学生就业信息

的收集要广泛，要关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的就业信息，避

免信息面过窄。另外，大学生对就业信息的收集要准确。对

用人单位当前的发展情况、行业层次、在人员专业能力上的

要求等进行了解。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并不是必须临近毕

业才可以去招聘会，也可以在大三的时候就前往招聘会对一

些企业的情况进行了解和关注。对于意向单位，学生还可以

通过网络、企业门户网站、政府相关网站等对企业信息进行

查询和了解，减少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7 结语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教育具有较强的

一线特性，在课程设计上考虑地方产业需求，以社会人才需

求为出发点，根据社会需求和行业要求进行课程设计。同时，

高等教育教育归根到底又是一种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人，人

才是教育的核心。根据现代教育理念，教育要尊重人的个体

需求，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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