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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层面分析就业政策 1

从政府层面，出台各类“促就业”政策，发挥着就

业政策保障作用及就业市场调控作用。政府的政策保障

为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好了政策上的指引，同时也明确了

价值导向。为推动高质量就业，地方政府层面也在做出

进一步引导。从西部计划、参军入伍、创新创业等多个

就业方向给予相关政策。在毕业生就业后也可以申请就

业补助。高校积极响应就业政策，明确方向，大力开展

各类活动。毕业生辅导员需认真学习就业政策，对于升

学类、考公类等学生分层次做好指导工作，做好高校就

业指导中心与毕业生之间的链接，做到政策精准指导、

信息及时传递。结合学生的就业意愿为学生做好群体的

就业培训及政策宣讲。结合团委下发的“团团促就业”

系列活动，以第二课堂成绩为依托，从青年角度出发，

以共青团下发的就业政策为指导，鼓励学生参加各项就

业类活动，对学生进行精准就业帮扶。

二、大力加强毕业生意识形态

在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各类新潮思想涌现，甚

至夹杂敌对势力的恶意渗透，信息糅杂且传播速度快，

意识形态工作愈显艰巨，一些学生因思想单纯且分辨是

非能力欠佳，在众多的就业招聘信息内无法做出正确的

价值判断。就业压力大、家长高期望等因素使得学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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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就业负面情绪，这就出现了一些学生易被负面信息误

导，从而想要“快就业”，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宣泄及慰

藉，受错误思潮影响，出现了思辨困惑和信念偏差。鉴

于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刻不容缓，引导其生树立

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内涵，使得

在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大学生依然能够客观

冷静地看待外来文化，始终认同并支持创新本民族文化

的一种正确认知。大学生文化自信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

文化深刻了解、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新时代，大学生

树立文化自信尤为重要，对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尤

为重要。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一定是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

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在就业的关键期，重视树立毕

业生的文化自信，培养毕业生的思辨能力，增强毕业生

对就业信息甄别及筛选能力，对待部分易被误导的学生，

要有正确地、合理地方式方法去引导，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重视毕业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目前各高校均重视网络思政教育，辅导员把握好毕

业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尤为关键。负面的网络信息对

学生的就业意识有所干扰。要利用互联网的特点，拓宽

各种就业渠道及平台，借新媒体、新技术，培养毕业生

在就业阶段的网络安全意识，结合现阶段学生的学习及

生活状态，运用新媒体矩阵，将就业层面的理论教育与

学生实习实践相结合，将生活服务与网络育人相结合，

让第二课堂融入第一课堂中，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思想引领作为学生网络思想政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对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考

寇方译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

摘　要：探索高校辅导员如何在规范学生日常管理的前提下以及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大环境下做好就业指导的“关

键一步”。作为一名高校毕业生辅导员，角色的丰富化、任务的繁重性对促进学生就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辅

导员需要了解清楚就业政策，把握新时代就业方向。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加强准毕业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

帮助学生分清楚什么是正面地、积极地招聘，什么是负面的、以“高薪”招聘作为幌子的行为。利用好网络平台，

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多角度地了解学生、走进学生，提供学生就业相关资讯，鼓励学生积极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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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的核心目标，在新型平台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方法，高校辅导员要提高数据化办公能力，学会和

掌握新媒体平台的方法，完善毕业生生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建设，将网络及新媒体优势发挥出来，推动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高校毕业生辅导员结合实际需要，

对就业不同方向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育方式，更新升级

教育方法，做好德育工作及学生之间的桥梁。

四、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一）抓好渠道，用好资讯

毕业生可获得的就业信息渠道广，可以浏览各类就

业信息网站，包括中央有关部门主办的全国性就业信息

网站、地方有关部门主办的就业信息网站、高校就业信

息网站及校内以及其他专业性就业网站等；也可以参加

各类招聘和双向选择活动，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各地、

学校、用人单位等相关机构组织的各类现场或网络招聘

活动；参与校企合作实习，包括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

活动也可以抓住机会；参与“线上双选会”及教育部推

出“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活动。辅导员可以根据国

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任务及时转发给学生，使学生

获得第一手就业资讯，这些渠道都大大保证了就业服务，

学生如果可以抓住提供的渠道，用好资讯，能就业、就

好业的可能性就更大。

（二）写好简历，立好台账

对于毕业生而言，最漂亮的作业无非是一份好的简

历。简历，是给他人的第一印象，也是进入职场至关重

要的一步。辅导员可以及时梳理学生目前所获荣誉及奖

项，及时整理学生论文或其他科研成果，辅助学生写好

简历。通过优秀毕业生线上讲解就业经验以及学校就业

指导中心举办的“名花有主”大赛等，真正帮助学生提

高就业能力，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让毕业生感受到关

怀和温暖。对毕业生分类建立台账，对已就业学生建立

台账持续跟踪学生就业情况，对未就业学生根据未就业

原因二次分类，针对性指导及辅导，精准解决“就业难、

难就业”地问题。

（三）树好目标，做好选择

辅助毕业生做好职业规划，确定合理就业目标，就

业切不可盲从，一味地“跟风”考研或是考公，未必适

合自己。应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比如大学四年的学习成绩、专业课学习水平、技能证书

获取率、专业资格证书考取率等，结合意向岗位要求，

切实确定就业方向，同时根据大环境的变化，做好随时

调整的准备。就业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良好的心态，短暂

未成功匹配到适合的单位未必是个人能力不足，在双向

匹配的过程中难免有匹配不成功的时候，要学会接受结

果，从中累积经验，及时调整方案，增加面试技巧，合

理匹配之后再次尝试。辅导员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要关注、关怀就业困难学生，通过宿舍探访等方式与学

生谈心谈话，树立学生就业信心，真正帮助学生就业。

结语

以《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43号

令）辅导员的九大职责体系为准则，毕业生辅导员要准

确把握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做

好思想领航、就业指导等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确保常规

工作不缩水、不走样，满足大学生的现实需要。高校辅

导员要把握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和“人生导师”的

职责定位，认清促就业工作带给毕业生辅导员的困境与

挑战，提升工作能力，在毕业班级宣传国家政策、分析

就业形势，结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指导学生完善简历，

联合潜能发展中心在心理健康上引导学生积极就业。对

于高校毕业班辅导员而言，促进就业是日常工作中的重

要一项。在学生四年的培养中，更是应该设计系统的职

业规划及就业规划。新时代下，高校辅导员仍需保持学

习，在时代大考中练就真本事，从专业角度指导学生、

教育学生，从朋友情谊上关怀学生、理解学生，在“就

业难、难就业”的复杂环境下，整合资源，协同发力，

全面推进学生就好业。

参考文献

[1]孙武.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特点与促就业对策[J].

四川劳动保障，2024，（01）：38-39.

[2]金广悦.民办高校建立访企拓岗促就业长效机制

路径研究[J].华章，2023，（12）：15-17.

[3]潘宏丽.高校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常态化的战

略要点及其实践路径[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4（06）：94-99+153-154.

[4]夏长洪.高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对策探究[J].教育

信息化论坛，2023，（09）：93-95.

[5]朱以龙.互联网时代下高校党建促就业路径探究

[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36（11）：133-135.

[6]高颖.创业促就业背景下高校辅导员如何开展大

学生创业教育[J].四川劳动保障，2023，（05）：105-106.



174

[7]抢抓春季关键期　聚力攻坚促就业[J].新青年

（珍情），2023，（05）：10-11.

[8]周密.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促就业模式探究——基

于辅导员工作案例分析[J].教育观察，2023，12（13）：

26-28+112.

[9]李远方.精准帮扶　高校毕业生促就业攻坚行动

启动[N].中国商报，2023-03-03（003）.

[10]许世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问题及对策分

析[J].中国大学生就业，2023，（02）：31-36.

[11]肖良，周亚.当前高校“三全就业”工作机制的

构建——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启示[J].宿州学院学

报，2023，38（02）：18-21.

[12]丁梦娇.高校辅导员提升大学生就业工作质量的

实现方式[J].北京教育（德育），2023，（01）：92-95.

[13]陈伟.同向发力，共促就业——对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思考[J].职业，2022，（21）：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