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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转变，具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各
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此情况下，高等院校应转变传统人才培
养理念，强化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模式推广，促进大学创新
创业能力的提升，并通过完善的就业指导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难就业的问
题。《大学生就业指导》一书，结合新形势、新任务，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
体例新颖，内容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满足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帮助大学生认识自己、了解职场、
合理定位职业目标， 使大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就业市场和国家的就业政策，
教导学生搜索就业信息，制作求职简历，掌握基本的面试、签约技巧，维护
自身权益，最终实现帮助大学生顺利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目标。 全书
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系统性地论述了职业、就业及就业指导的具体内
容；第二章在分析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就业准备进行讨论；
第三章以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为主要研究内容；第四章重点介绍了大学生
就业指导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第五章从兴趣、性格、能力等维度对大学生
进行职业测量；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就业过程中的相关技巧；第七章从法律
角度对大学生就业权益与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讨论。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是一个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在传统人
才培养理念下，大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是，从创新意识与实践
能力的角度来看，大学生并未完成基础理论知识向实践的转化。 随着校企
合作模式的推广应用，协同育人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的重
要手段，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协同育人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
制”，是指学校在承担大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为大学生的岗位实践提供便利条
件。 在此过程中，学校与企业之间并没有严格划分教学内容，为了保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内容上的适应
性，学校与企业之间应就各自内容进行协商，从而提高了创新创业教育在内容上的可操作性。 以机械工程专业
学生为例，基础理论教学能够使大学生掌握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材料学等相关知识，通过协同育人下的岗位
实践，大学生则需要参与到机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等各个环节，这有利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 同时，协
同育人下的创新创业教育能够通过轮岗制使大学生对行业情况、工作流程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这对大学生创业
能力的形成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大学生就业指导》第三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过程中的知识与能力储备进
行了分析，协同育人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创新创业教育是基于大学生对基础理论知
识的良好掌握，所以，协同育人视角下的“双轨制”是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融入以企业岗位实践为核
心的大学生综合能力拓展，两者缺一不可。

其次，协同育人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创新。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生就业指导仅限于对
大学生的简历书写、岗位选择、面试技巧等内容，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就业指导模式已无法适应新时期大学
生就业工作。 协同育人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应进行时间范围上的延伸，将大学生就业指导分为就业前、就
业中、就业后三个部分：就业前以学校为主，强调以就业为最终目标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就
业中则是科学选择就业方向、规避就业过程中的法律风险等；企业承担大学生就业后的指导工作，引导大学生
形成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加快大学生的岗位适应性，促进其创新创业能力的形成。《大学生就业指导》第二
章指出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难就业的主要原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相关院校应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邀
请企业参与到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之中，构建科学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 例如，相关院校可以根据不同
专业的实际情况邀请对应行业人员讲述行业发展现状与人才需求情况， 从而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更加明确，
同时，企业可通过定向人才培养的方式参与到大学生教育教学之中，为企业发展储备具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
才，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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