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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er guidance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vocational guid-
ance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not long-term planning, lack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rofes-
sional guidance team, single career guidance form, lack of differential service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typical problems of the railway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vocational guid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s' and parents' concept of employment,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of 
"double teacher type teachers" to professional guidance,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guidanc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support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tc., in order to help graduates achieve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gui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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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指导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当前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存在规划不长远、职
业指导队伍缺乏专业化、职业指导形式单一、缺乏差异化服务等诸多问题。本文对铁道类高职院校典
型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包括：全面认识职业指导内涵，转变学生及家长就业
观念，着重发展“双师型教师”对职业指导进行专业化服务，完善职业指导课程体系，大力扶持学生
创新创业等，以期能协助毕业生实现就业稳定性，促进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铁道类高职院校；职业指导；问题分析；措施对策 

 

1 引言 

习总书记将职业教育从“大力发展”的理念转变

为“加快发展”，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由此，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17 年，为贯彻
十九大精神，中国铁路总公司把“交通强国、铁路先

行”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责任和实际行

动，随着“一带一路”、 中欧班列、铁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铁路公司制改革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们

可以看到铁路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在新时

代的新形势下，各职业院校都在思考如何深度产教融

合，如何稳步提升校企合作。此时，对铁道类高职院

校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凸显。 
职业指导是指围绕个体职业发展过程提供的指

导、辅导、咨询等服务，其涵盖的内容广泛，包括职

业诊断、咨询、规划、辅导以及职业心理咨询等。当

前，高等教育大众化，信息迭代更新迅速，越来越多

的有志之士渴望加入铁路发展行列，铁道类高职学生

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在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

积极推动高校职业指导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2 当前铁道高职院校职业指导现状及问题分
析 

2.1职业指导与就业指导概念混淆，规划不长远 

近年来，高校职业指导工作在我国得到了重视及

不错的发展，部分高校尤其是高等职业院校都积极帮

助学生了解职场礼仪、简历撰写等知识，但多数高校

都将职业指导重心过分侧重于就业指导，甚至部分高

校等同于就业指导，不免存在太过片面性。与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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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同在于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

才，直接面向生产一线，由于近几年铁道类专业学生

体量激增，随着对口单位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提

高，致使院校将重点集中在提升就业率，而不是注重

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及适应能力，忽视了就业的质量

及稳定性，使得职业指导工作缺乏递进性和循序渐进

性。长远看来，人与职业的不匹配造成了毕业生就业

不稳定性，也使得企业头疼。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

内容不仅仅是要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更重要的是强

化职业“指导”职能，辅导大学生了解社会市场分

工，结合自我情况准确定位，提高就业质量。 

2.2职业指导缺乏专业化师资力量，工作不规范 

目前各高校都设有专职部门提供职业指导服务，

但其更多行使了职能管理部门的作用，作为数据资料

收集、就业信息提供与发布、衔接用人单位组织就业

招聘等事务的平台。学生的职业指导多由二级院系书

记和辅导员代为承担，但辅导员本身非科班出身，一

个辅导员名下皆是不少于两百名学生的工作量，每天

被学生日常事务缠身，使得职业指导工作质量保障存

在较大空缺。而职业指导的课程教学，由于缺乏专职

教师，大半已被兼课教师流程化、形式化，其中部分

教师的角色转变直接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实际职场

求职经验......非专业化的指导教师没有能力、也没有
自信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留给学生的印象是只要出

席、期末按时提交作业便不会挂科。 

2.3职业指导内容形式单一，无差异化指导 

现有的职业指导内容多以讲座等形式学生集中学

习，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无专业的职业测评设备测

评或结合个体不同特性提供专业的结果分析引导，眉

毛胡子一把抓，使得职业指导收效甚微。当下，新的

互联网思维在冲击各个领域，北大硕士卖猪肉、卖米

粉等成功的营销新闻不断出现，体现了对学生创新创

业观念引导的效用，目前各高校虽都有设立创新创业

园，但创业项目的孵化和成长尚处于初级阶段。 

3 推动铁道高职院校职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几
点建议 

3.1 引导学生及家长转变就业观念，适应当前新
形势 

学校要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学生认为进企事业单

位、进铁道系统才稳定，才是对口好工作有面子的传

统就业观念，跨过“地域”障碍观念。专任教师、辅

导员、职能部门应当协同，全员育人，在校园内共同

打造出“敢想、敢做、敢折腾”的正向氛围引导学

生，将学生分流就业。譬如大数据时代下涌现出的很

多新兴职业，类似时尚买手、网络培训师、试睡师、

程序员鼓励师、新媒体营销策划、公众号运营产品经

理等，在社会上皆有不错的反响。将学生观念转变

后，让学生回到家影响家长，打破家长的传统思维的

芥蒂，以期将所有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契合新形

势下学生就业成才的发展。 

3.2 全面认识职业指导内涵建设，充分发挥部门
职能 

不过分追求学生就业率，把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

学生当成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帮助学生寻求人职匹

配度较高的职业，以解决因学生工作经验不足而引发

的失业问题，最终达到就业稳定性。这就要求在学生

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指导老师要帮助学生正确定位

服务区域，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行业需求，不断

接收新信息。职业指导部门要全面统筹，将职业指导

工作专业化、特色化，以学生职业发展的内涵建设作

为服务的中心，围绕展开工作。 

3.3 培养“双师型”专业职业指导师，注重导师
的继续教育 

引进专业人才设立职业指导专职人员，复杂的系

统化工作需要有方向性的深入研究，在不断探索和总

结中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结合当下社会

发展迅速现状，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要求也在相应变

化，大力鼓励教师走进企业深入学习，将知识带回来

影响学生。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职业指导

师，而非“双证型”教师。另外，要注重教师的定期

培训和继续教育，为教师达到给学生一碗水，自身一

潭水的境界提供支撑保障。 

3.4丰富并完善职业指导课程体系 

职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时，要注重发展性，提高

课程质量。高职院校为三年制，可在大一上学期即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培训，大一下学期至大二阶段重

点提升职业素养能力及职业心理素质，大三开展择业

指导与求职服务。避免出现进校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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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之后就是大三就业指导服务，中间存在空缺也

无过渡性等问题，以保证整个体系的规范化和完整性
[1]。除必修课外，也可单独开设相关选修课程，譬如

对职业诊断、职业测评、职业心理指导等职业生涯规

划过程中的细分版块进行精细化讲授（如霍兰德职业

兴趣测试、MBTI 职业性格测试等），以供有学习需
求的学生进行自主选修。 

 

 
Figure1. Hollander SDS professional interest test 

图 1.霍兰德 SDS职业兴趣测试 

 

3.5 差异化提供职业指导服务，扶持学生创新创
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积

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支持，高

校则在实际行动上扶持。大一进校即开始向学生灌输

创新创业的意识，结合国际科技创新以及国内创新创

业形势，突出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同时，团委组织学

生活动时可设置创新创业比赛模块，激发学生的创业

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学生在专业优势、社交优势或资源优势

等方面必须占一项才能作为创业型公司发展的支柱，

故学校可针对不同创业项目给予学生实际帮助，在保

证教师利益被保护条件下刺激教师主动参与进项目指

导，将科研项目进行有效转化于应用。有专业技术团

队作为后备支持或进行资源整合，势必将大幅提高学

生创业成功率。 
总之，推动职业指导工作开展是铁道类高职院校

的发展与改革中重要一环。各高校应该结合实际情

况，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归

纳和探索，进一步完善职业指导工作，坚持与社会需

求相结合，坚持与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帮助学生合

理制定职业规划，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大学生职业的

可持续发展。这样既能将学校的职业指导工作推向新

的台阶，也能让用人单位用更低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

本获得技能强、素质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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