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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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思政格局下，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有利于增强思政育人实效。

从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的实践逻辑起点辨认出发，利用课程文化发展理论、潜在课

程理论以及协同学理论作为学理支撑，对其实践逻辑进行多维考察。发现实践逻辑的必

要性与必然性具有一定的衔接；可行性与可接受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互通性与互融性

彼此相互渗透；理论性与实践性促成了理想化的逻辑性。据此，文章构建了三全一体化、

师生双团队、运行专业化、教学全方位、一条龙引导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实践逻

辑图式，以增强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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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

我国新时期大学生就业指导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成才与就业发展，也直接关系到

社会和谐与稳定。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

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秉承能力教育与思政教育

同向同行的理念，全员、全程、全方位发挥思想政治

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着力破解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

思政实践逻辑中的盲点与弊端，树立大学生正确的就

业观，为大学生就业提供理论指导和实用价值，从而

提升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成效。

一、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实践逻辑起

点辨认

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观，课程思政是以

立德树人为教育目的，旨在充分挖掘各类课程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所有教师、课程的育人功能，

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教学体系。将立德

树人视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思政建设的实践逻辑起点，

是因为它是整个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

根本导向。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与思政建设是同向关系，

为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指明了方向。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中，“立德”与“树人”同向而行，

将“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德”与“树”社

会主义接班“人”，融入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中，

即基于学科认同与专业认同的基础，学生在大学生就

业指导课程中习得职业规划知识和就业方面的技巧后，

将其内化为正确、健康的职业观、择业观及价值观，

赋予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灵魂与生命，使整个课程体系

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思政”格局下的课程体系。

二、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实践逻辑学

理支撑

任何一种理念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从天而降

的，都拥有属于自身的理论渊源，找到历史前提是进

行研究的起点。课程文化发展理论、潜在课程理论以

及协同学理论，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大学生就业指导

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

思政的本质在于育人，在于立德树人，依托于大学生

就业指导课，而每一门课程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由此，课程文化发展理论是支撑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

思政实践的重要理论之一。美国教育学杰克逊首先提

出了潜在课程理论；我国该领域专家也强调在教学过

程中，潜在课程的重要性。潜在课程以间接的、内隐的、

不明确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不知不觉地受

到教育。在教学理念上，潜在课程与课程思政具有一

致性，都是以一种隐性的形式贯穿在大学生就业指导

的课程中，并不断将挖掘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教学中，激发其育人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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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深远的教育影响。

三、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实践逻辑践

行考察

基于系统视角，借助 SPSS 统计工具，通过问卷

星发放问卷。本研究对大学生进行了全盘系统地调查，

最终共收回 1927 份问卷。根据填写时间等其他因素考

量，剔除相关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678 份。在

被调查的对象中，男生占比 56%，女生占比 44%。学

生分布为全校各个二级学院，群体分布较为合理。

( 一 ) 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衔接

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紧张，内卷现象愈

演愈烈，社会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

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调查显示，99%

的学生都认为有必要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中融入思政

教育，学生的课程思政意识普遍较强。97% 以上的学

生表示了解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中的思政教育，仅有 3%

的学生表示不了解。

课程思政无论是教师队伍上，还是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上，皆表现出创新的理念。通过不断挖掘思政

教育元素，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建构。在课堂上和

实践中，不断扩展和浸润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实现“三全”育人的大思政局面。

( 二 ) 可行性与可接受性的耦合

调查得知，98% 以上的学生都认为思政教育对其

他学科学习有积极影响，认为思政教育可以促进专业

知识、技能的学习。99% 以上的学生都能感受到教师

的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认为教师不仅在课上可以关照

其理解水平，并与学生积极互动，课下也保持良性互

动交流。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冲击着人

们的思想阈限，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是针对学校

和社会对学生的品德和行为的约束，对于择业观、就

业观及价值观的引导较少。以往的择业观和就业观也

无法匹配当下的社会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

当今的就业形势和就业走向进行客观、系统的剖析，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和价值观，摒弃

不完备的育人体系，从源头上改善大学生就业难的困

境。当下就业指导课的思政教育虽然还有一段长路要

走，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 三 ) 互通性与互融性的渗透

在问卷调查中，99% 以上的学生都表示在就业指

导课堂上能体会到集体主义精神，也能学习到孝道文

化、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国主义情感、信心和勇

敢的品质精神；敢于拼搏、吃苦耐劳、顽强的意志品质；

待人以诚信、做事有毅力的态度；正确的就业观、成

才观及价值观等思政教育的内容。

大思政与就业指导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对象、

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上存在互通性。虽然二者在教育

目标上的具体指向不同，但是其实质都在于通过育人

效应，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

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努力奋进。二者不仅都把大学生作

为教育对象，它们的教育内容也有相通性，即都指向

立德树人，在育人过程中也都是以教育和引导为主。

( 四 )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交融

调查结果显示，理论层面上，90% 以上学生对大

学生就业指导课较为满意，并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能够积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期末考核中也含有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教师比较专业，教学效果较好。实践

层面上虽然也收获了较好的效果，赢得了 64% 学生的

认可，但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特色以及教学

实践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理论不是空中楼阁的摆设，而是能对实践做出有

效的指导。同时，课程思政需要依托实践活动，最终

走向二者结合的方向。这种转向并非意味着理论性对

实践性的遮蔽或实践性对理论性的取缔，而是脱离单

纯的理论性优先或实践性优先的牢笼，形成一种全新

的逻辑，以此消解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冲突。理论性是

实践性的前提，实践为构筑新的理论提供场域和条件，

二者紧密融合在一起，相依相生，共同推进大学生就

业指导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

四、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实践逻辑图

式形塑

( 一 ) 一个顶层设计：构建三全一体化育人模式

课程思政的推进，首先需要对育人理念进行更新，

对当前已存在的理念进行去弊与反思，进而形成良好

的自知力和反省力。构建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

育机制，必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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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指导，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将全员、全程、

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理念融入就业指导教育体系中。

( 二 ) 两个队伍建设：促进师生双团队优质孵化

师资队伍是高校发展最重要、最坚实的力量。首先，

教师应具备超前意识，不断丰富自身的信息素养，敏

锐感知各种就业、思政变化，积极应对、规避现实变

化带来的弊端，以最新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为导向，

主动解锁各种变化，迅速更新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其次，

教师应着重发挥实践活动的作用，不断用实践活动推

动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形成就业能力。学生的择

业观、就业观以及价值观的塑造不单倚重于高校“全员”

的思政教育，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释

放。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释放，需要以就业理论学习为

基，用就业实践和创意来反应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

立理论与实践的适切性对标，充分发挥学习的创造力，

生成有张力、有质感的理想人格。

( 三 ) 三个机制联动：健全专业化就业运行机制

大学生就业课程思政的运行，需要各部门统筹协

调，制定和完善规划机制、实施机制及保障机制。在

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中，要有合理的布局和

内容规划，不仅包括职业规划，还要包括就业指导，

并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使得课程内部各方面

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分工指向，充分发挥各部分的合

理作用，形成系统规范的规划机制框架。高校作为课

程思政的实施主体，一方面要切实在课程中融入思政

教育，另一方面要落实政府的宏观领导，统筹各部门

工作，做好思政工作的牵头管理工作，并与企业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主动对接相关工作，为学生的就业

做好铺垫。

( 四 ) 四个方面循环：推动教学全方位动态发展

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育要遵循一定的教学程序。

在其教育运行过程中，主要涵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四个方面。首先，所有的就业指

导教师应明确教学目标，对于教学内容的确定和教学

方法的采用，要分别对照自身的理解、经验和具体学

情进行分析整合，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研判。其次，

要重点关注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

的一环。教师要对教学评价进行评估和分析，在此基

础上，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修订和

调整，形成一个“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教学评价—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

价……”不断良性循环的闭合回路。通过反复地修订

和调整，使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不断得到

优化，进而推进思政教育的正向、有效发展。

( 五 ) 五个主体协同：打造全程一条龙引导场域
就业指导课程思政不是高校的孤军作战，而是政

府、社会、企业、高校及家庭的同仇敌忾。它是一个

需要多方配合，进而最大限度发挥合力的过程。政府

提供健全的政策机制和完备的服务体系；社会给予正

确的舆论导向和相应的环境支持；企业保证健康的用

人观和健全的招聘机制；高校做好育人工作和对接工

作；家庭构建正确的家庭观和和谐的氛围感。打造政

府、社会、企业、高校及家庭的一条龙引导场域。通

过对政策的动态解读，依托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和浸

润，发挥校企合作的积极作用，辐射影响学生就业的

空间和领域，合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

观，全程延展就业指导课程思政教育的长效影响。[ 作

者单位系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基金项目：本

文系 2022 年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

研究项目立项课题“大思政格局下大学生就业指导课

程思政的实践逻辑”（2022KCSZ16，项目主持人：张书菲）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1] 高有华.国际课程专家的课程视野[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92.

[2] 欧阳润 .大思政格局下大学生就业教育研究 [D].南昌 :南昌大学 , 

2020:28.

135

总第 238 期 德育与美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