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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视角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培养的思政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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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创业压力日益增加。部份大学生在就业与创业意识上

存在诸多不足，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和创新精神，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社会适应能力。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核心力量，承担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任，尤其是在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探讨

了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培养中的思政教育路径。通过分析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现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思政教育的内涵与功能，提出辅导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引导作用。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了通过职业规划教

育、创新思维培养、实践活动参与以及心理辅导等途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与创业观。通过这一系列思政教

育路径的构建，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也能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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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ome college students 

have many deficiencies i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onsciousness, lack clear career plann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 which affects their career choi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s the core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unselors bea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specially in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of counselor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how counselors can play 

a guiding role in practical 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views through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innovative thinking training,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al activit ies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e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s,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but als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Keywords :     counselors;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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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变革的背景下，大学生

的就业创业压力不断增大。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市场竞争的加剧

外，大学生自身就业创业意识的缺乏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大学生在面对就业选择时缺乏明确目标，缺乏创业的勇气与能力。辅导员作为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担负着塑造学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在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意识方面，辅导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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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现状分析

大学生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就业市场时，往往会感到迷茫。虽

然教育体制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就业和创业意识

的培养方面，整体情况仍显不足。许多大学生未能清晰地认识到

就业创业的重要性，也缺乏将其作为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来思

考。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在择业时无法做出符合

自身发展需求的合理选择。在许多大学生的心中，就业往往仅仅

是选择一份工作，创业则被视为一种遥不可及的选择。事实上，

正是这种对就业创业的低度重视，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职业目标与

规划。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学生对就业创业的理

解和认知常常滞后，未能在实际行动中形成有效的就业创业意

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行业需求的多样化，大学生面临的不

仅是择业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职业道路。许多大学生对自我定位和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缺乏

足够的关注。这种意识的缺乏，导致他们无法有效准备和提升自

身的职业技能，进而无法应对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1]

（一）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整体水平

现如今，许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更多关注的是学业成

绩，而忽视了职业发展与创业意识的培养。对于很多学生而言，

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似乎是就业的唯一目标，而创业则远离他们

的思维范畴。这种思维的定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职业规划

的多样性。尽管部分大学生在进入高年级时会逐渐意识到就业市

场的竞争压力，但很多人对于如何找准就业方向、如何规划职业

生涯等问题依然缺乏清晰的思路。大多数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

划只是停留在一个模糊的状态，未能通过实际行动去落实。在创

业方面，尽管社会对于创新创业的大力倡导和支持，许多大学生

仍然觉得创业是一个遥远且难以实现的目标。实际上，大学生的

就业创业意识并未达到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他们的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整

体水平与其所受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由于高等教育体制

相对传统，许多课程和教育形式未能有效融入创业教育内容，也

没有将就业创业意识的培养纳入到日常教育工作中。[2]

（二）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就业意识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自身职业规划的缺

乏认识上。许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并未考虑未来的职业方向，而

是随波逐流，等待毕业后由社会或家庭决定职业选择。即使在大

学期间，部分学生并没有意识到提前做好职业规划的重要性，通

常是到了毕业前夕，才急于寻找工作，而此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和职业技能往往不足以让他们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就

业观念的缺失，使得学生无法明确自己真正的兴趣与职业目标，

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思政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增强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创业

思想启迪以及心理素质的提升。本文将从辅导员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思政教育的路径，有效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的提升，旨在

为高校辅导员提供实践指导，并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进而导致其就业选择更加随机和随意。这种无目标的就业心态，

不仅影响了学生的职业发展，也让他们的职业选择陷入了低效和

无意义的困境。与就业意识的不足并行的是大学生创业意识的薄

弱。在大学生中，创业观念的培养普遍较为滞后，很多学生对创

业的认识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际操作的勇气和能力。部分学

生对创业的定义存在误解，认为创业仅仅是拥有资金和资源的积

累，而忽视了创业所需要的创新思维、市场洞察力和商业敏感

度。[3]此外，大学生创业教育往往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的指导与

经验的分享。许多学生对创业的实际流程和挑战不了解，往往将

其视为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选择，从而丧失了尝试的勇气。这

种创业意识的缺失，源于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和学生自身认知的

多方面因素。

（三）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中的作用缺失

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中的作用，通常被认为是辅助

性和延伸性的。然而，现实中，辅导员在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中的作

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辅导员的核心任务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并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教育。但在就业创业意识的培养过

程中，辅导员往往缺乏系统性的思维和方法论，导致其在学生就业

创业教育中的工作效果有限。许多辅导员更多的是在毕业季节为学

生提供一些简单的就业信息和指导，缺少对学生就业创业意识深层

次的引导与思考。此外，在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中常局限于学业和日

常生活层面的辅导，而忽视了职业规划、创新创业等更为深刻的议

题。这使得学生往往无法从辅导员那里获得有效的就业创业指导和

思想启发。在许多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更多集中于日常事务性管

理，而在就业创业的教育中，辅导员并未形成系统化的课程或方

法论，导致学生的就业创业意识始终处于较低水平。[4]

二、辅导员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培养的思政

教育路径构建

（一）思政教育融入就业创业教育的路径

思政教育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而将其融入就业创

业教育中，则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观念。首先，辅导

员可以通过课程和讲座等形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背景紧密结

合。在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中，思政教育可以不仅仅停留在

理论层面，而是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就业创

业思维。辅导员可以定期邀请行业专家或成功的创业者来校进行

讲座，让学生了解行业趋势与职业发展前景，同时也能够通过真

实的案例来分析就业创业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此外，思政

教育还应通过线上平台或专题研讨等方式，将行业动态、社会需

求和职业规划等话题带入学生的学习视野。通过思政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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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就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实现个人价值

与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随着思政教育的渗透，学生会逐步树立起

明确的职业目标，并在职业选择时更加注重个人兴趣与社会发展

需求的契合。这种路径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就业意识，也为他们的

创业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强化职业生涯规划与思政教育的结合

职业生涯规划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就业创业意

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政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通过思政教育的引导，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如何制定长远的

职业目标，还能在思维上得到全方位的拓展。辅导员在这个过程

中，应结合思政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学生进行深度的

自我分析，明确其个人优势、兴趣所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辅导员可以组织专题讲座，邀

请职业规划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咨询服务。此外，辅导员

还可以通过一对一的指导，帮助学生识别自身的职业潜力，克服

他们对未来就业的困惑与恐惧。在这个过程中，思政教育不仅为

学生提供了价值观的引领，还帮助他们增强了职业规划的责任感

和社会责任感。大学生在规划职业生涯时，不再仅仅考虑个人收

入和职位的高低，而是能更好地从社会需求与个人兴趣的角度去

选择未来的道路。这种综合性的指导，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竞

争力，也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找到更有意义的成长和

发展空间。

（三）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的结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创业逐渐成为大学生职业发展的

重要选择。然而，创业不仅仅是资金和资源的积累，更重要的是

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的培养。思政教育作为一个深层次的价值观

教育体系，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辅导员应

将思政教育与创业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尤

其是在培养创新能力和创业责任感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创新思维

的培养不仅仅是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创

业潜力。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创业模

拟、创业计划书写作等实践活动，帮助学生锻炼实际操作能力，

理解创业过程中的种种挑战。特别是通过思政教育的渗透，学生

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创业不仅是谋取个人利益，更是为社会

提供服务、创造价值的过程。辅导员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创

新和创业的过程中，逐步培养起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与认同。这种

教育路径将帮助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感与创新

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创业目标的可持续发展。

（四）综合教育与心理辅导的支持

面对就业压力和创业困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了不

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在就业和创业过程中，学生往往会遇到焦

虑、挫折等心理障碍，这些情绪若没有及时得到疏导，可能会影

响他们的决策和行为。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能够为

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他们在面对就业创业难题时保持

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决心。辅导员作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力量，能够通过定期的心理辅导、情绪调节和心理疏导等形式，

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通过思政教育引导，辅导员可以帮助学

生建立正确的心态，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和适应能力。辅导员还

可以通过与心理咨询师的合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

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应对就业创业过程中的各种心理波动。通过

这一综合性的教育路径，学生不仅能够在就业创业过程中更好地

调整心态，还能在实际操作中更加自信地面对挑战，从容应对职

业选择中的困境。

（五）实践活动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思政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将其内化为自觉行动，

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为此，辅导员可以通过组织各类社会

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创业竞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就业

创业能力。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还能

够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感受到就业和创业的实际挑战，从

而加深他们对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的认知。在这些实践活动中，

辅导员的引导至关重要。他们不仅要帮助学生在活动中获取实践

经验，还要通过活动后期的总结和反思，帮助学生从中提炼出宝

贵的经验教训。在这些过程中，辅导员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者，更

是思政教育的传播者，通过思政教育为学生提供理论支持，使学

生在实践中增强就业创业的信心与决心。此外，辅导员还可以通

过定期的反馈与交流，帮助学生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并提供进

一步的指导和支持。通过实践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学生能够

在真实情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就业创业能力，为今后的职业生涯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通过思政教育与辅导员的有效结合，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意识得

到了有力的培养和提升。辅导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不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与创业观，

还通过职业规划、创新思维培养、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支持，帮助

学生全面提升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思政教育与实践活动的深度融

合，既帮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又使他们在面对就业和创

业压力时更加从容自信。因此，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思政教育和

就业创业教育应当更加紧密地结合，辅导员要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与

方法，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实现个人价值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培养具

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良好心理素质的大学生，不仅有助于学

生个人的发展，更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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