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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角色定位及路径 

孙留涛，孙婷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 大学生就业难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致使大学生人力资源在 

劳动力市场上分布不均衡而凸显在就业领域的一种现象。高校共青团需结合自身工作，在传递大学生就业观念正 

能量和服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方面进行角色定位，将着力实施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工程，搭建大学生创业实 

践平台，扎实推进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作为有效路径，促进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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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涉及党团组织、教 

育行政部门、人事财务部门、高校，而高校内部执 

行部门涉及学生工作、党团组织、人事财务等。高 

校共青团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 

其自身具有的思想引导、素质提升、能力锤炼和校 

园文化品牌活动，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因此，高校共青团需努力将促进大学生就 

业作为新时期的核心任务，并利用自身的优势，按 

照上级团组织的有关文件和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党 

委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布置，协同学校相关部门促进 

大学生就业。高校共青团在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中 

需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探寻工作机制和工作路 

径，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 

一、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角色定位 

（一）发挥共青团干部队伍优势，传递大学生 

就业观念正能量 

大学生处于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过渡的特 

殊群体，往往会根据自我需要、价值追求对某项活 

动产生是否接受或接受效果是否明显的内在依据， 

同时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多维度 

的观察、评价与思考，从而获得不同的心理体验， 

产生不同的心理需要。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指向和 

不同强度的需要都将作为一种驱动力 [1] 。大学生就 

业过程中的考公务员热和“蚁族”现象就是驱动力 

的现实显现。原因在于大学生成长阶段的生活体 

验、价值判断和社会透视能力，尚达不到对社会问 

题和社会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往往根据就业过 

程中的阶段驱动力去选择，因此出现考公务员热， 

宁愿留在大城市沦为“蚁族” ，也不愿意到基层一 

线或艰苦偏远地区就业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诚 

然，大学生就业的“考公务员热”和“蚁族”现象 

与“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市 

场存在着二元分割，工作发展机会，薪资福利差距 

较大” [2] 有关系，但同时也反映出大学生在就业中 

的驱动力和价值观念尚存在着偏差。大学生就业问 

题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媒体对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 

出现的供需矛盾、性别歧视、考公务员热和“蚁族” 

现象的过渡关注和渲染，使得本来对择业就困惑重 

重的青年学生更加辨识不清方向，更无从谈起从社 

会学的角度将个人择业和发展与社会结构问题相 

联系。因此，对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就业驱动力和 

认知偏差尚需要进行教育和引导，传递大学生就业 

观念的正能量。 

高校共青团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和 

繁荣校园文化的重要工作部门，一方面可以发挥团 

干部队伍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运用新 

媒体与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交 

流和沟通中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传递大学生就 

业正能量；另一方面，高校共青团干部是校园文化 

活动的设计者，在活动的设计中融入传递大学生就 

业观念正能量的思想，并依靠自身的工作队伍网 

络，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扩大活动的受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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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有效资源，服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提升 

“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优势不在于能 

够提供多少岗位，不在于能够筹集多少资金，更不 

可能出台多少政策……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创 

业，最根本的是在提高学生就业素质和竞争力方面 

下工夫。 ” [3] 因此，高校共青团在促进大学生就业进 

程中，需把握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服务于大学 

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对于大学生就业能力，如美国 

培训与发展协会（ASTD）结合企业的用人标准， 

构建了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并将其分为五个维度， 

即基本胜任能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群体效果 

和影响能力，基本胜任能力维度涵盖阅读、写作和 

计算，沟通能力维度有听说能力，适应能力维度包 

括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考，群体效果维度指人际技 

能、团队工作和协商能力，影响能力维度表述为理 

解组织文化和分享 [4] 。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众多 

高校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明确了自身的发展 

定位，如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建设研究型大学、 

建设研究教学型大学的目标，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人力资源市场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对于满 

足社会需求和符合学校发展要求的大学生就业能 

力模型缺乏系统的构建。因此，高校共青团应针对 

学校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协同学校相关 

部门，有效把握大学生涯规划和职业规划，将学生 

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结合，培养学 

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以校园品牌文化活动为载体， 

在提升学生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的同时，锤炼学生 

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通过大学 

生素质拓展项目，培养学生的抗压和抗挫折能力， 

形成坚毅人格品质，整体提升学生就业软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实现大学生的就业愿望、满足社会需求 

和实现自身人身价值的有机协调统一。 

二、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工作路径 

高校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就业，不应该被当成高 

校共青团的新工作和新任务，而是既有工作的一种 

延伸和拓展，是能够结合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育人功能的。因此，高校共青团理应发 

挥自身组织严密、队伍齐整、载体丰富、平台充足 

的优势，依靠校园文化活动实施大学生综合素质拓 

展工程，搭建创业实践平台助力大学生就业能力提 

升，扎实推进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彰显人生价值， 

在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工作规划指导 

下，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工作中发挥优势、凸显功 

能、强化作用。 

（一）着力实施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工程 

大学生素质拓展的目标是以开发大学生人力 

资源为着力点，进一步整合深化教学主渠道外有助 

于学生提高综合素质的各种活动和工作项目，以培 

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核心，培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全 

面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引领和帮助大学生完善 

知识结构，夯实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所要求具备的基 

本素质和能力，增强大学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据 

调查 [5]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最为用人单位看中的基 

本素质为知识素质，达到了 90.3%，思想品质中分 

别为勤奋敬业精神（91.9%）、职业目标的专一性 

（84.9%）、团队协作意识（79.4%）。高校共青团是 

校园文化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校园文化活动的 

层次和内涵，对在校大学生基本素质的提升发挥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教育部、团中央明确提出高等学 

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 

心……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与智育、体 

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 

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 

质协调发展。 ” [6] 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第一课堂的有 

效补充，具有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提升， 

助力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育人功效。因此， 

高校共青团应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梦为主题，以新媒体方 

式为活动的传播媒介，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大学生 

就业能力的基本素质要求，精心培育，打造精品， 

树立品牌， 追求特色， 开展以体现大学生时代精神、 

思想品质、文化修养和团队协作意识的系列品牌活 

动，如文化艺术类讲座、展演、书法绘画篆刻作品 

展，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项目和竞赛作品， “三下 

乡”社会时间和志愿者服务等。通过活动的熏陶、 

濡染和启迪，形成和发展大学生在行为规范、思维 

习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隐性内涵，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展现自身的良好形象和气质，提升学生的组 

织协调、语言表达、人际交往、创新实践等外显性 

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升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促 

进大学生就业。 

（二）搭建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 

联合国的《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 

界宣言》中提到： “毕业生将愈来愈不仅仅只是求 

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 ” [7] “每一 

位掌握了创业技能和相关知识的学生，能够对任何 

工作环境产生重大价值。 ” [8] 团中央在《关于和加强 

共青团促进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中明确指出：促进青年创业就业，应着力从创 

业就业意识教育、创业平台建设、创业就业服务、 

创业园区建设和社会组织作用发挥五个方面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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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实现资源整合、工作融合和力 

量聚合，推进共青团促进青年创业就业。 

作为高校共青团，应该按照团中央的工作要 

求，把握自身的工作任务和角色，着力协同学校开 

展相关部门开展系列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建设创业 

师资队伍，构建合理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等内容。 

而自身则在搭建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上下工夫，开 

展系列的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遴选，如“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创青春”移动互联网 

创业专项赛、 “创业吴江”青年精英创业大赛、江 

苏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大赛等，通 

过创业大赛融入创业氛围；同时开展大学生创业技 

能培训，整理和完善大学生创业项目信息库，为大 

学生创业提供相应的支持。校内以大学生模拟创业 

园为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开展创业实践，对于较为 

成熟的项目，请校内外大学生创业导师进行规范指 

导，依托高校或地方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或大学生创 

业园进行项目的孵化； 同时， 发挥大学生知识优势，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引导和支持大学生进行网上创 

业。通过系列的大学生创业活动和创业实践，有效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进而推动大学 

生就业工作。 

（三）扎实推进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究其原因， 

主要是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布不均衡，因而 

出现了部分岗位供求过剩和基层岗位人才难觅的 

现实存在。因此，引导高校毕业生将目光从一线城 

市、竞争激烈的岗位转入基层一线，对于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国家部委联合推进 

大学毕业生到村任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解 

决了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述四项项目中 

有三项是团中央主导或协同推进的。作为高校内部 

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推进的共青团，除对政策的解 

读和广泛动员之外，还应在思想引导、生涯规划和 

就业指导服务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首先，思想引导指向基层。结合专业实际和就 

业情况，通过坚持一个主题、认真落实“三早”活 

动。一个主题，即开展“基层就业、基层成才”主 

题教育活动。 “三早” ，即专业特色与就业环境早告 

知，使他们知晓国家基层艰苦的地方需要人才；就 

业意愿与择业观念早引导，使他们了解基层单位大 

有可为；大学生涯与职业发展早规划，使他们明白 

基层成才是青年人成才的必由之路，从而在专业教 

育、思想教育和成才教育中渗透基层就业教育，引 

导青年学生的就业观和基层成才观。其次，生涯规 

划倾向基层。开展大学生涯设计和职业生涯规划活 

动，将基层就业的精神和基层成才的规律融入每一 

名大学生的生涯规划之中，并使之贯穿他们大学学 

习全过程。一是示范典型带头做好大学生涯设计报 

告，并严格执行大学学习发展目标，增强服务基层 

的本领，做广大同学的表率。二是示范典型带头做 

好职业生涯规划，将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相结合、 

个人发展和基层艰苦单位发展相结合，坚定长期扎 

根基层、全心全意服务基层的理想信念。再次，就 

业指导面向基层。通过举办基层就业政策学习活 

动，使学生了解国家基层就业优惠政策；举办就业 

形势报告会，使学生了解国家需要和基层单位的人 

才需求情况；举办成功校友典型事迹交流会，发挥 

先进事迹的垂范作用，使学生清楚基层成才的规 

律；组织企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坚定学生服务 

基层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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