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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研究

蔡潇雨 1，2

1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2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职业院校是为我国社会各界培养一线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教学阵地，一直以来，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高职院校在教
育过程中最重要的职责和核心。可以说，职业院校的招生、就业与人才培养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三者之间相互成就、
相互影响。本篇文章就分析了职业院校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就构建招生、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的联动发展
机制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更好地帮助学生实现职业生涯的规划、助推职业院校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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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college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raining front-line applied talents for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in China. Career 
planning for students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and core focu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exists 
an intrinsic,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tween enrollment, employ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where these 
elements mutually reinforc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enrollment,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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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地加快，国内市
场与国际市场开始逐步地接轨，目前的外部市场
环境更加的复杂多变，而应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
压力也在急剧地增加。社会经济的转型与质变发
展，让社会各行业对于人才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作为职业院校来说，应届毕业生的人才就业压力
也在与日俱增，应届毕业生数量过多和市场需求
量不足、应届毕业生专业素养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的矛盾问题逐渐凸显 [1]。想要真正地从根源上解
决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就需要通过构建更
加健全与完善的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联动发展
体系，才能帮助职业院校的学生拓宽就业渠道，
同时也能够为职业院校的招生开辟新的路径。

一、职业生涯规划背景下学校就业、招生与
人才培养三大模块之间的关联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
的趋势，但存量经济的增长也步入了转型阶段，

目前，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等市场改革工作持续
地深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生产的安
全性和质量成为了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主旋律。作
为职业院校来说，解决生源问题、实现高素质人
才的培养、拓宽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这三大问
题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同时，这三
大问题更是职业院校在教育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黄金铁三角。从人才培养的流程来看，事实上，
前期阶段的生源获取、人才的培育以及毕业生的
就业之间本身就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其中，
招生以及就业是职业院校所有生源的入口以及人
才的流出口，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概括职业院校
教育的整体全过程。而人才的培育则是衔接招生
与就业之间的桥梁，通过对招收的学生进行教育
和综合素养的培育，更能够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
量，同时，也能够让职业院校打出名牌，促进职
业院校招生工作的开展。由此可见，职业院校的
招生、人才培育和就业是黄金铁三角的关系，三
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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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院校的学生就业与招生、人才培养
联动机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健全影响了招生效
率

目前，我国有许多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的
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健全与完善的机制，现有
的人才培育模式存在较大的教育漏洞。比如，
教学内容传统、实际上程度不足，难以满足社
会相关就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很多高职院校
在开展各项人才培育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了
解到现阶段相关专业的市场发展趋势，同时，
在人才教育时校企之间的衔接纽带较为薄弱，
并没有形成校企社三方一体化育人的机制，这
也导致人才培育的效率持续地降低 [2]。但人才的
综合素质与人才的就业之间息息相关，只有综
合素养较高的人才才具有广阔的就业途径。人
才培育质量的不足也会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就
业以及招生工作的开展。很多职业院校的学生
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利于
职业院校教育文化的构建，更会影响到职业院
校来年的招生。

（二）面临着超高的招生压力
从 20 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我国开展了一

系列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引
导作用下，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
地下降。以本世纪之初的江苏省为例，2009 年，
江苏省的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 54.63 万人，创造
了历史新高。但时过境迁，在 2018 年江苏省的
高考报名人数却下降到了 33.2 万人，报名人数
的减少最大的因素就是由于高等教育的适龄人
口数量的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
育的扩招工作持续地发展，本科类的招生人数
正在逐年攀升，这也让更多的高考毕业生有了
其他的选择 [3]。作为职业院校来说，生源质量下
滑、生源数量不足就成为了职业院校发展过程
中最基本的威胁。很多地区的高职院校甚至还
一度出现了生源荒的问题，这些职业院校想尽
方法进行招生宣传，但无论怎样努力，仍旧无
法挽回生源数量不足、质量持续下降等多方面
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对后续的人才培育以及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人才培养难度大，市场需求变化速
度快

随着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的战略转型
与升级，我国的产业也开始由传统的普通技能
产业向高科技产业更新迭代。目前，市面上兴
起的生产类产业大多数都具有科技含量相对较
高、AI 智能操作、无人控制等多方面的特征，
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制造产业开始实现了转型
升级，同时，对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也发生了
快速的变化。而这样的转变仅仅发生在几年之
中，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显然无法快速跟
上这样的发展趋势。大多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
养方案往往在学生入校之前就已经制定完成，

人才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这也远远落后于我
国智能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需求的变
化。而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许多应届毕业生
步入市场之后，个人的综合素养无法与岗位匹
配，更不能顺应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职业院校
的人才培养难度也在持续地增加。

（四）就业质量相对较低
应届毕业生最终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率是衡

量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成果最重要的标杆之一。
同时，也是检验学生在学校中技能学习情况、
个人就业能力的重要试卷。很多学生在未踏出
校园之前，并不了解自身所学专业的行业发展
趋势，而在步入社会之后，却发现就业如此之
难，自身的学习成果并不足以应对岗位的要求。
事实上，从招生环节开始就对职业院校学生的
未来就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生源的数量、生
源本身的质量都与人才培养的成果之间息息相
关。而近年来，随着职业院校的招生困难不断
地加大，很多职业院校甘愿降低标准招收学生，
这也导致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不断地下滑 [4]。而
从就业的角度来说，职业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
难免对就业数据具有一定的要求，很多学校在
统计学生就业时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而学生
在就业时也面临着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应
的现象，因此，就业质量较低，更成为了职业
院校目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三、职业生涯规划背景下学校构建招生、
人才培养和就业联动发展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实现招生、就业和人才培养指标的
量化处理

第一，从招生专业指标的量化处理方向出
发，可以在前期的招生阶段就设置“专业录取
的第一志愿率”作为评估招生专业的重要参考
指标之一。在评价职业院校的招生成果时，可
以将招生的综合评价指数与专业录取第一志愿
率之间相互挂钩，将学生第一志愿报考该院校
作为该院校的评价核心。通过这样的方式量化
地反馈职业院校的招生情况 [5]。第二，实现人才
培养指标的量化处理。人才培养指标的衡量并
不能够仅仅以学生在学业考试中的成绩作为唯
一的参考点，而是要将学校对于人才培养的满
意程度、用人单位对于人才在岗位中的表现满
意程度作为重要的参考数据。除此之外，针对
一些在学习过程中表现较差的学生，还应当设
置专业学业警示学生比率作为指标，了解未能
正常获取学校毕业证书的学生比例。第三，就
业指标的量化处理。就业指标的量化处理主要
是针对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专业对口率、专业
初次就业率作为整体的考察权重。其中，对于
学生的专业初次就业率统计的年限控制在自然
年的八月末作为统计时间点，而专业对口就业
率则是主要考察学生在毕业之后从事的岗位是
否与专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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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学生需求为本，深化联动发展机
制的改革升级

第一，想要实现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之
间的联动发展，就必须考虑到目前社会不同岗
位对于人才的实际需求，结合社会发展动向及
时地调整招生的专业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通
过上文描述可知，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始终面
临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职业院
校都会面临着生源紧张、招生压力较大的挑战。
但事实上，想要解决生源问题的根本方式就在
于人才培养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就业质量，只有
保障人才的培育质量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加快
学生的就业，才能够让招生与就业这两个出入
口之间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职业院校在招
生的过程中，专业的设置不能仅仅以满足生源
数量作为目的，而是要考虑到市场上的热门行
业和学生未来的就业趋势。在招生专业设计的
过程中，可以从地方的经济发展、地方的行业
趋势、地方的政策规划等多个方面出发，紧跟
不同区域的产业布局动态，灵活地针对招生专
业进行调节，在确保学生就业率的基础条件下
再制定招生计划，从而实现招生与就业这两个
出口与入口之间的平衡性。

第二，通过创新人才培养，助推学生获得
高质量就业。人才的培育是职业院校在教育环
节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帮助职业院校学生提
升就业率的核心。人才培育一直以来就是职业
院校招生与就业之间的重要衔接纽带，对职业
院校学生的未来就业和下一年度的招生都会产
生较大的影响。作为职业院校来说，在人才培
育过程中，也应当通过与企业之间建立起更好
的互动合作关系，构建校企社三方联动人才培
养机制，并寻找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训教学
方案。

第三，做好学生就业后的动态跟踪工作，
强化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应届毕业生在毕业
之后踏出校园只是步入社会的一小步，而人才
培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为社会各界提供与岗
位适配的人才，同时，也能够让毕业生找到合
适的工作起点。良好的毕业生就业服务，对于
职业院校的发展以及口碑的树立所带来的影响
是十分积极的，同时也更有利于职业院校实现
招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与衔接。
因此，职业院校也应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于
毕业生在踏出校门之后的就业进行动态化的跟
踪，尽可能地了解清楚毕业生在毕业后的半年
内、一年内、三年内甚至是五年内的就业情况，
做好毕业生的就业跟踪工作，对于其中存在困
扰的毕业生还可以提供帮助，通过建立良好的
就业服务体系，构建毕业生校友数据库，实现
对于行业数据资源的进一步分析，从而通过与
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实现岗位的精准推送。

（三）针对招生、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进
行科学评判

第一，适当针对教育质量较差的专业进行

警示，采取灵活的调节手段。在职业院校的招生、
人才培养以及就业质量的评估过程中，对于当
年综合排名相对靠后的专业，应当给予一定的
警告，并且针对排位后五名的专业组织相关的
教育专家，英语这些专业在人才培育过程中的
调整。受到警告的后五名专业，应当根据当年
的招生计划，招生的人数不得高于该专业在校
学生的25%，通过这样的警示方式达到惩罚效果。
如果排名靠后的专业在连续两年内都排名垫底，
那么下一年度职业院校就可以采取该专业停招
或针对专业资源进行教育重组的方式进行处理。
而对于两年内挤出了排名后五名的专业，则应
当恢复该专业正常的招生计划。第二，做好激
励工作，分享成功经验。针对连续两年内在招生、
人才培养和就业排名靠前的专业，学校应当给
予相应的表彰。并且可以根据市场对于该专业
的人才需求适当地扩大该专业的招生比例。还
应当在全校范围内组织教育经验分享大会，对
于一些优秀的教育者进行表彰和激励，总结并
反思教育经验。第三，鼓励专业创新，增强专
业设置的活力。对于连续三年内排名既不在前
五也不在末位的专业来说，学校应当组织教研
小组针对这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市场进行调研，
再一次确认该专业未来的教育规划。能够通过
与校企合作培养更多的创新性人才，强化专业
人才培育的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职业生涯规划的视角下，职业
院校的招生、人才培养与就业之间具有密不可
分的内在关联，三者之间是稳固的铁三角关系。
因此，更应当通过联动的教育发展机制，真正
地做到以学生为本，通过构建量化的评价指标、
对不同专业的招生、就业和人才培养进行科学
评价、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对于招生专
业的动态调节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助推职业院
校在招生、人才培养以及就业三大方面形成良
性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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