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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提升的意义

（一）促进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的现实需要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残疾人解决求职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通过就业服务政策宣传，引导和帮助他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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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是残疾人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力量，对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和

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因此，本文对于残疾人

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展开了描述，介绍了加强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同时说明了一些

现状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几点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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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mployment	 counselor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vocational	 guidance	

work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re	work	ability	 of	 employment	 counselor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re	work	ability	of	 employment	 counselor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explains	some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a	 few	strategies	

for	the	existence	of	problem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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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心工作能力，是指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能力。核心工作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

境和职业发展阶段，也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努力，是个体与职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核心工作能力主要包括沟通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

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等。[1] 这些核心工作能力是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开展就业指导服务的基础，也是帮助残疾人实现高质量

就业的关键。残疾人就业辅导员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其核心工作能力与其他群体有显著差异。一方面，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在帮助残疾人

实现高质量就业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他们的核心工作能力不仅直接关系到帮助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

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自身价值、提升生命价值等更高层次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残疾群体自身特点，如身体残疾、受教育程

度低、经济条件差、自我认知不明确等因素，使得其在就业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这就需要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具备一定的解决问

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其中，解决问题能力是指帮助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必须具备的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是指帮助

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需要具备的组织管理水平；学习创新能力是指帮助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需要具备的持续学习创新的意识和知识

储备。只有具备了上述核心工作能力，才能更好地开展残疾人就业指导服务工作。[2]

极参与到残疾人职业培训、就业创业实践中来。在残疾人职业培

训、就业创业实践过程中，就业辅导员可以帮助残疾人克服自卑

心理，培养自信、自强精神，不断提升其适应社会的能力。因

此，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的提升，可以促

进残疾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更加公平的就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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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国家和地方各项支持政策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残疾人职业指导和服务工作主要由政府提供支

持，而政府提供的支持主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实现。但从

目前来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能满足当前

残疾人职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的实际需求。因此，积极探索和创新

残疾人职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的新模式和新方法，就需要进一步加

强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的提升。

二、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核心工作能力提升策略

（一）加强残疾人职业指导队伍建设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做好残疾人职业指导工作的

重要保障。虽然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残疾人就业辅导员

队伍，但与其他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相比，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

伍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强残疾人职业指导队伍建设：一是建立健全职业指导人员工作制

度。首先，应明确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和岗位要求。残

疾人就业辅导员在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时，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工作

职责和岗位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职业指导人员

工作制度。其次，应将职业指导人员岗位要求细化分解到各个环

节，从而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最后，应通过制定《残疾人

职业指导人员管理办法》《残疾人职业指导人员专业培训办法》

等规章制度来确保职业指导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5-7]。二是提

升职业指导人员专业能力。要通过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专题讲

座等形式加强对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

业务水平和能力；要鼓励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参加相关职业资格考

试，通过考试获得相应级别的证书；要为残疾学生提供更多实践

机会，让他们参与到相关就业服务工作中来，不断增强其实践能

力和创新意识；三是要加强与残联部门、高校和企业等其他相关

部门的合作交流，定期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开展培训讲座

等活动，不断提升就业辅导员服务于残疾人群体的能力。四是强

化残疾学生职业指导人员培训力度。要将培训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来抓。首先，应加强对就业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开展职业指

导服务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地培训；其次，应制定《残疾人职

业指导人员培训大纲》和《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培训大纲》等规范

性文件，为残疾学生职业指导服务提供基本保障；再次，应组织

专门人员对就业辅导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如可邀请专家或有经

验的就业辅导员来进行培训和交流；此外，还应鼓励残疾学生积

极参与各级各类残疾人就业服务活动和竞赛。四是拓宽残疾人就

业辅导员职业发展通道。[8] 由于我国现有的残疾人就业辅导员还不

能完全满足现实需求，因此应从多个方面拓宽残疾人就业辅导员

发展空间：一方面可以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纳入高校毕业生和贫

困家庭劳动力等重点群体服务工作范围，为其提供更多的职业指

导服务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纳入各级政府购

买服务的范围之内，让其从事更多的与残疾人职业指导有关的工

作。另外，还可以鼓励残疾人就业辅导员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或开展其他形式的教育培训。总之，只有不断拓展残疾人就业辅

导员职业发展通道，才能真正推动其核心工作能力的提升。

（二）强化残疾人就业服务培训

一是提升培训的针对性。根据不同残疾人群体的需求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服务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掌握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知识，了解国家支持

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和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要求。二是要

根据残疾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特点，科学合理地

设计培训内容，结合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针对性

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的实用性。要将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纳

入职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中，通过定期开展专题业务讲座、工作

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职业指导能力和

服务能力。[9] 在开展培训时要把提高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工作能力放

在首位，强化实践锻炼和引导，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切实提

高他们参与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其

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做出贡献。

（三）增强残疾人职业指导的针对性

残疾人职业指导需要“从残疾人的实际出发”，增强针对性，

提高残疾人职业指导的有效性。首先，在工作中要尊重残疾人的

人格尊严，以平等的身份和残疾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诉

求，针对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分析，为他们提

供适合的职业指导服务。其次，要根据不同残疾人群体的特点进

行分类指导。比如，残疾学生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更需要学校教

育，所以学校在职业指导中要更多关注残疾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残疾人家长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更加重视孩子未来的就业质量和就

业机会，所以家长在职业指导中要注重培养孩子适应社会发展、

自我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残疾人朋友在身体条件、知识

技能、家庭环境等方面与常人相比都存在一定差异，所以需要就

业辅导员根据不同群体特点进行个性化分析，根据他们的需求来

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就业指导服务。最后，要在工

作中重视职业指导过程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10] 在残疾人职业指

导过程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就业辅导员可以通过

心理咨询、团体辅导、一对一咨询等方式对残疾人进行职业心理

健康教育。通过帮助残疾人了解自身情况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要求

与期待，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观；帮助他们掌

握正确对待挫折和压力的方法，以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态面

对人生；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及他人的职业诉求与愿望以及如何进

行自我调整，从而不断增强职业自信心。在工作中重视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是提高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增强职业指

导有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措施。

（四）注重提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综合素质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骨干力量，其综

合素质对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注

重提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综合素质，把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

建设成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专业化队伍。首先，要

不断提高残疾人就业辅导员的政治素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一支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指导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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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辅导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了

解相关政策法规、职业指导理论、心理咨询与辅导技术等方面的

知识。要强化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和廉洁意识，恪守

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五）强化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信息技术对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

帮助残疾人就业辅导员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的

政策，还可以促进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快速地了解和掌握有关信

息。但是，由于残疾程度的不同，残疾类型的不同，残疾人对信

息技术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加强对残疾人就业辅导员

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培训内容上，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进行，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设备的

使用等。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

方式，集中培训可以由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参加省、市级有关部门

组织或自行组织；分散培训可以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在考核方

式上，可以采用理论考试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为了提升残

疾人就业辅导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一是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信息技术知

识包括信息技术相关法律法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网络基础知

识等。二是要加强对互联网应用软件等信息技术产品的学习与掌

握。在互联网应用软件方面，要重点加强对微信公众号、网络小

程序、APP等新兴互联网应用软件的学习与掌握。三是要加强对

移动通讯设备等新媒体技术的学习与掌握。[11] 此外，为了更好地

提升残疾人就业辅导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还可以采用以下两种

方式：一是加强与其他高校就业指导教师、职业指导师和各类职

业培训机构等专业人员交流合作，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来促进自

身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提高；二是可以邀请一些就业指导专家、

优秀校友等通过网络直播、在线讲座、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交流

与分享，来提高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在信息技术运用方面的能力。

总之，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是提升残疾

人就业辅导员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三、总结

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在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提升他们的核心工作能力是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

作发展的关键。为此，相关部门和单位应该注重加强对残疾人就

业辅导员核心工作能力提升的支持和引导，不断提升他们的综合

素质，并在具体工作中通过加强培训、完善激励机制、强化信息

化建设等手段，提高残疾人就业辅导员队伍整体水平，为促进残

疾人充分就业、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更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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