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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是当前高职院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直接关系到高职大学

生的职业发展和社会价值取向。通过对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教育研究,不仅可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职业观念,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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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value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urren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ducation,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education research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t can not only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professional concepts, but also help them to better adapt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which is also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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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价值观作为人认定、评价、辨别事物的一种主观思维,在职

业方面的具体反映为高职大学生对待职业的态度,信念以及价

值取向,其具体内容包含：职业理想、职业选择、职业态度以及

职业价值取向等。因此一个人拥有怎样的职业价值观,对于其选

择职业,对待职业等具体方面拥有重大指导性影响。 

1 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概述 

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不仅仅反映了其在外在的社会影

响下所形成的关于职业总的看法,更为高职院校的职业观教育

提高了具体的参考标准。加强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教育,

引导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高职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提高其学习质量[1],使其既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够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从而成为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重要法宝。 

2 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特点 

虽然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是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在研究探讨时,务必要考虑到高职院校的高职学生和

普通大学的大学生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避免将两者混为一谈,

从而缺乏研究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2.1高职大学生职业选择的个性化 

现代高职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独立,不再仅仅听从学

校或家庭的安排。这种变化既与他们尚不成熟的职业价值观有

关,也反映了他们自我意识的提升和主导。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

涯时,高职大学生的选择可能与学校或家庭的安排存在分歧,这

时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自己的决定。 

2.2高职大学生职业评价的急功近利 

职业评价作为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关键部分,是他们

决定职业方向的重要依据。然而,高职大学生的职业评价往往过

于关注物质利益和表面指标,如工薪水平、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

等,而忽视了工作价值、个人成长和自身能力等深层因素。这种

偏颇的职业评价导致他们的选择缺乏全面和长远的考虑,从而

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人生价值。 

2.3职业观念的多元化 

现如今高职大学生的职业观念逐渐从单一向多元过渡发

展。以就职选择为例,以往的高职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国企机关,

事业单位等政府性质的岗位,但现如今的高职大学生不再只青

睐于一种企业或岗位,而是将目光放远放宽,灵活自主多元化选

择。而在其中,以“创业”代替“就业”的高职大学生也渐渐变

多,这不仅仅反映了国家创业扶持所带来的对高职大学生职业

观念的影响,更体现了高职大学生观念的逐渐成熟,开始自主规

划职业生涯。 

2.4职业价值的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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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社会对个人价值和利

益的肯定与鼓励,导致一部分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取向发生

了异化：淡化集体和国家利益,个人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只以自

我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为核心目的[2]。虽然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激励高职大学生自我突破、实现自我,但从整体和长远来

看,这种个人化倾向的职业价值观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潜在

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可能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埋下

隐患。 

3 疫情对于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规划的

影响 

本次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作为人类有史以来 大的公共卫

生危机之一,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

在研究当前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规划影响因素时,

必须充分考虑“疫情”这一突发因素。疫情对高职大学生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求稳务实”和“风险规划”两个方面。 

“求稳务实”是指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转变。前面我

们提到,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具有“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

点。而“求稳务实”是因为时代的刺激让他们开始探索不同的

选择,独立进行职业规划。疫情无疑就像是一阵狂风,扯下了高

职大学生理想的帆布,让他们看到了更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未来。疫情爆发期间不少企业停工停产,劳动者没有了足够的薪

酬收入,企业效益降低开始大量裁员,劳动者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岗位。因此,高职大学生在疫情的冲击下,更加会偏向于“工作

稳定,收入稳定”的岗位,而在职业价值观上也会进行“求稳务

实”的革新。但总体看来,疫情对于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导

向还是有积极影响的,能够引导他们的观念走向理性和成熟。 

“风险规划”是指高职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完善。由于疫

情对于有就业需求和创业意向的高职大学生来讲具有较大的

冲击和影响,加之很多企业和单位的高校招聘计划由于疫情

形势和市场不景气而推迟,缩小甚至取消。因此当前的就业局

势和创业环境的严峻,让高职大学生在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

时不得不更多考虑到“突发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所以现如

今的高职大学生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已经将“风险规划”

纳入重要的环节。 

4 高职院校职业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新时代,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关

怀和指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进步,但也要正视高职院

校在职业价值观教育方面仍存在的一些问题。 

4.1投入不足,重视不够 

从施教时间来看,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职业价值观教育较为

“短暂”,缺乏长效性的教育机制。由于高职为三年学制,学校

在这一段时间既要保证学生习得对应的职业技能,提升足够的

职业素养,又要进行职业价值观的教育和职业生涯的规划,是具

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

“毕业季”,暴露了“时间太短”“内容太赶”等突出问题。 

4.2忽视高职大学生的个体差异 

在高职院校中,忽视高职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是一个突出的

问题。每一代学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需求,特别是当个性鲜

明、自我突显的“00后”高职大学生成为高职院校的主体时,

更需要针对他们的特点提供适应他们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课程

和职业生涯指导。然而,目前一些高职院校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和

职业生涯引导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没有考虑到当代时代的需

求,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这导致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成

为学生眼中“学而无用,听则扰耳”的课程。 

4.3疫情因素考虑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新冠疫情对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和

职业生涯规划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和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应该

紧跟时代潮流,积极研究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学生职业价值观

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充分考虑到“疫情”这个突发因素

的作用。 

4.4产教融合程度不紧密 

高职院校虽能够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定的实践场所,但绝

大多数的企业却难以融入高职大学生职业培育的整个过程,只

是在学生毕业时期才愿意接受他们作为企业的实习人员进行职

业生涯实践。一方面是因为部分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举

措不到位,没有将课程培育的落脚点定在学生职业实践上,而只

是单纯为了满足国家的相关课程开设要求,未能做到“课程为实

践服务”的 终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践培育的成本过高,

导致大多数企业不愿意深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育之中, 终导

致“培育端”和“需求端”未能融洽对接。 

5 加强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目前,高职院校加强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和职业生

涯规划 为主要的途径还是依托就业指导和生涯规划等课程,

联动校内外实践平台,才能有效提升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

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5.1打造系统化教育课程,形成连贯常态化的教学机制 

高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并非一

日之功,而是需要以常态化、系统化的教学培育才能形成的。因

此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设置职业教育相关课程时,首先是要考

虑到这些课程的连贯性,不能为图“速度”和“便利”,要从高

职大学生入学开始时,就进行相关教学和培育,确保学生毕业时,

形成了系统的职业价值观和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其次是考虑

到高职大学生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进行对应授课和实践,例如

在第一二年以理论教育为主,而在第三年则是以应用教育为主。

后是考虑到疫情这个突发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并就相关内容

对课程进行改善和升级,以契合后疫情时代的特点。 

5.2增进校企结合和产学融合等方式,加强课程实践 

高职院校应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切入口,通过校企结合,产学

融合等方式,解决课程实践内容和场地等突出问题。因为唯有高

职大学生走向社会,走向岗位,通过所知,所感,所学,所闻,所见

和所思这样的系统过程,才能让他们充分理解到社会实情和发

展现状,克服职业价值观和职业生涯规划的主观随意性,培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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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发的理想思维,才能有效提升高职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加

之,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不仅仅可以磨炼高职大学生的职业意志,

培育他们的职业使命感和荣耀感,从而激发学习和工作热情,加

强对于职业选择,职业认同,职业价值取向等的正确认识,为以

后进行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打下坚定的基础。 

5.3坚持职业素养和职业规划共进,做到“引导和实用”

并重 

针对目前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规划中所暴露的

“功利化”和“个人化”倾向,高职院校的相关课程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导向,强调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职业精神和认真负责,遵法守纪,积极进取的职业态度,鼓励

高职大学生将个人职业理想同社会和国家的相关需求有机结合,

从而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并为此奋斗拼搏[3]。 

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目前高职大学生的阶段特点和自身

需求,以“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为教学重点,帮助高职大

学生清醒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根据自身优势特长和时代需求,

找准职业生涯的起点和节点,帮助他们有计划,有目的,有高度

去寻找相关岗位,针对性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从而完成就业的

根本需求。 

5.4课程设计融入思政元素,从而提高课程的指导作用 

通过深度挖掘思政元素的重要价值,让高职院校的职业生

涯规划课程更具有时代特色,并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有效提高相关课程

的指导性作用,还能帮助高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职业价值观,从而将个人的追求和发展同时代和国家的进步

联系起来,做出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决策,实现自身的 优发

展[4]。 

6 总论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高职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

业形势。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人的挑战,也是对高职院校职业教育

和教学的新要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高职院校应立足于学生的

特点,参考时代发展特色,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探索和创新,从

多个方面和角度加强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引

导,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为社会和国家输送更

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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