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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航海类专业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模式的构建 
◆刘海峰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市  201306） 

 
摘要：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是贯穿大学教育始终的一项重点工作，
应做到择业指导与专业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相结合。航海类学生全程
化就业指导模式是一项全面、连续、立体的系统工程。以学生的成长成
才全面发展为目标，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教育特征，分项目、分阶段、
生的成长成才全面发展为目标，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教育特征，分项目、
分阶段、分步骤的开展教育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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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择业，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自我发展、
追求实惠的特点；在就业的选择上部分学生不愿到船上工作或不
愿长期到船上工作，造成航海人才严重流失。在新形势下，航海
院校有效地对航海类专业毕业生求职予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和引导，对于学校提高就业率，合理配置航海类专业人才资源，
满足航运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保证航运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航海类专业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现状调查 
1．调查问卷设计及样本结构 
本次调研针对航海类专业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实际开展情

况设计了该问卷，问卷的设置分就业指导的内容、形式、过程和
队伍四个维度。问卷以上海海事大学等三所高校的航海类专业的
30 班级学生为样本做抽样调研。调研共发出问卷 1000 份，回收
问卷 978 份，有效问卷 925 份，有效回收率 94.58%在样本结构
方面。本科生 850 人，占 85%，专科生 150 人，占 15%；大一学
生 220 人，占 22%，大二学生 240 人，占 24%，大三学生 220
人，占 22%，大四学生 320 人，占 32%。 

2．就业指导形式的现状调查 
表 2.1  航海类专业就业指导形式调查 

指导形式 

选项 
有 基本有 没有 

人
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

比 
人数 

百分
比 

 (人)  (人)  (人)  

就业指导课 642 69.41% 133 
14.38

% 
150 

16.22
% 

就业信息网 676 73.08% 103 
11.14

% 
146 

15.78
% 

就业专题讲
座 

428 46.27% 222 
24.00

% 
275 

29.73
% 

个体咨询 238 25.73% 154 
16.65

% 
533 

57.62
% 

团体咨询 154 16.65% 168 
18.16

% 
603 

65.19
% 

通过表 2.1 统计的数据显示，航海类学生就业指导和职业规
划形式主要以就业指导课和就业信息网为主，所占比例依次为
69.41%和 73.08%。显然，高校的就业指导形式中，学生最满意
的是就业信息网的使用，说明航海类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基本建立
了就业信息网，通过网络平台向学生传递政策法规、就业信息、
就业常识、求职技巧等，且这种方便、安全、快捷、实用的就业
指导形式普遍是在校学生的首选。其次是校园招聘会，根据问卷
调查，目前高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有效措施，把企业邀
请到学校举办校园宣讲会，积极为毕业生拓展就业市场，千方百
计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最后是就业指导课，采取课堂讲授的方
法，在指导程度上还有很多不足，缺乏吸引力和实效性。而其他
形式的就业指导调查显示，就业专题讲座、个体咨询、团体咨询
是高校普遍忽视的，航海类学生的满意度普遍偏低，其中个体咨
询的不满意度高达 57.62%，说明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缺乏个性化
就业指导，缺乏针对航海类专业学生需求的个体指导，指导形式
不够灵活，缺少吸引力。 

二、航海类学生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模式的构建 
航海类学生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模式即“一条主线、两支队

伍、三个层面、四个化标准、五个阶段、六项内容”来概括。 
一条主线：航海类院校应坚持以航海类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

指导为主线，宏观掌握就业市场和社会需求，根据航海类专业学
生的教育特点，在就业指导过程始终贯穿职业发展的指导理念，
追求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两支队伍：一是依靠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就业指导师资
队伍。能基本满足全校航海类专业学生的基本诉求，在学生自我
认知的启发、职业发展方向的判断、职业素质的培养、就业心理
的调节等方面给予学生较为正确的引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促进学生全面自主发展。二是结合航海类高校就业指导工
作实际，在学校现行就业指导队伍的基础上，组建航运企业就业
指导专家库，与专职就业指导队伍形成互补，保证航海类院校就
业指导队伍的全面性和充足性。 

三个层面：组建三个层面的就业指导网络，即校级(统筹规
划层)、院级(具体操作层)、校外实习基地(辅助层)，校级的就业
指导中心负责“就业指导体系”建设的统筹、规划、部署、专业
支持及考评等；航海类专业所在院系负责结合专业特点对学生具
体实施全程就业指导工作；校外实习基地提供专业的指导师，定
期来学校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做职业规划指导，同时为大三大四的
学生提供实习实践的场所。实习基地积极发挥对职业规划和就业
指导工作的辅助作用。 

四化标准：根据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性质，应构建完善“全
程化、全员化、职业化、专业化”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对航
海类专业学生而言，所谓全程化就是在学生在校学习的整个过程
中贯穿航海职业发展的指导理念，强化航海职业意识，提升航海
职业素养，进一步巩固航海类学生航海的基本技能；全员化，就
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涉及教育、管理、教学等多方面因素，应将
航海类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纳入高校总体工作布署，充分调动全
校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其中，指导对象也应从航海类毕业生辐射到
航海类在校学生；职业化，就是航海类院校设置专职岗位负责航
海类就业指导工作，实现专职责任制，提升航海类学生的就业指
导专项工作成效；专业化，就是要提升航海类就业指导师资队伍
的专业化水平，航海类院校可依托航海协作组、用人单位等建立
一批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聘请基地的专家作为学生的职业指导
师，这样可以大幅提高就业指导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五个阶段：是以时间为主线，拿到通知书到入学前阶段、大
学一年级、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大学四年级五个阶段。以
学生的成长成才全面发展为目标，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教育特
点，分项目、分阶段、分步骤的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工作。
大一、大二两个阶段聘请实习基地指导师到校给学生做职业规划
方面的讲座，让学生了解航海这个职业。大三大四两个阶段暑假，
鼓励学生走出去，去实习基地实习，让实习基地指定专人为学生
指导，让学生更了解未来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从而让学生热
爱这个行业。 

航海类学生全程化就业指导模式与高校目前采取的阶段性
就业指导模式不同，是一项全面、连续、立体的系统工程。该就
业指导模式以时间为主线，以学生的成长成才全面发展为目标，
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教育特征，分项目、分阶段、分步骤的开展
教育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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