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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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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高职院校教育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

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就业能力作为高职院校教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能够促使高职生得到更全面、长远发展。鉴于此，论文针对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

升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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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education work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Teachers should actively introduce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better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loyability can promot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students.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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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

略显得尤为重要。产教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旨在

将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教育与市场

需求更加紧密地对接。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教

育模式的创新，更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

研究基于产教融合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

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这一策略的研究

与实施，有助于高职院校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培养出更符

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进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适

应能力。

2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分析

2.1 专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当前，很多企业对于高职生的所学专业、岗位适应能

力极为关注。但是，在实际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

教师能对市场现状展开深入分析，这就导致他们的教学内容

与市场岗位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异，高职生掌握的知识内

容很难满足企业的需求。在高职生进入企业后，他们通常需

要很多时间适应岗位工作内容，形成各项能力，这对他们的

未来发展会产生极大阻碍作用。长此以往，导致很多企业并

不愿意接收高职生，这也是影响高职生就业能力发展的一大

阻碍因素。

2.2 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不足
很多高职院校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常会将主要精力放

在理论知识上，很少有教师能结合一些实际项目、问题展开

教学，这对提升高职生的就业能力极为不利。在课堂上，多

数教师还是采用灌输的方式展开教学活动，这样会阻碍高职

生学习兴趣的生成与发展，使其很难结合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这样会使其在进入企业后，难以处理生产中的各类问

题，不利于他们的就业能力提升。此外，一些高职生在学习

知识时，很难与其他人展开互动、合作，整个学习过程较为

封闭，这样会导致高职生的学习过程极为单一、学习模式较

为固化，不利于他们就业能力发展。

2.3 团队协作能力不足
当前，很多企业对于高职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有较高的

重视程度，但是受到高职院校教学环境的影响，教师很难在

开展育人活动时组织高职生与他人展开深入合作，这对他们

进入工作岗位极为不利，影响了他们就业能力的发展。在实

际学习中，很多高职生更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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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体现出自己对企业的价值，这样的想法是极为片面

的，单个高职生掌握的知识、技能较为有限，若是缺乏团队

合作意识，这对他们的未来就业、发展会产生极大影响。

2.4 知识储备不足，缺乏自学能力
在进入工作岗位后，高职生将很少有机会、时间去展

开更深层次的知识学习，这就需要他们形成较高水平的自学

能力，这也是发展高职生就业能力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

高职生的自学能力极为不足，他们很少能主动参与到知识的

学习与探索中。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很多高职生的专

业知识储备较为不足，职业素养水平也不高，这样会导致其

很难树立一个明确自学目标，不知道自学的价值与意义，这

就导致其难以开展高质量的自学活动，阻碍了他们就业能力

的提升与发展。

3 基于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
力提升策略

3.1 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产教融合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高职生的就业能力，

我们应持续深化校企合作，积极发展高职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这样才能使其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工作中，

提升他们的就业水平。当前，很多企业并不愿意接收高职生，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多数高职生并没有具备相应的专

业知识、技能，他们学到的知识内容过于理论化，很少能解

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就导致企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对他

们展开培训，这样除了会浪费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还会

浪费高职生的时间。为此，我们可以在高职生进入企业前，

结合对应专业的实际情况、岗位需求，对他们开展针对性、

拓展性培训，以此帮助高职生掌握更多专业所需的知识、技

能、素养，使其能够更快适应岗位工作，这对提升他们的就

业能力意义重大。此外，在实习活动中，我们可以组织高职

生分为不同的互助小组，让他们在遇到生活、工作中的问题

时，能够在小组中展开讨论、分析，这也是提升他们就业能

力的有效路径。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除了能让高职生的就业能力、社

会实践能力等得到进一步发展，还能帮助企业积累更多人

才，为高职生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不仅如此，企业还可结

合高职生的实际情况，对他们开展针对性培训，让他们更好

地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极

大促进作用。通过提升高职生的企业适应性，能够让他们的

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还能增强高职生在企业中的归属感，

帮助企业更好地留住人才。

3.2 开展项目教学，发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产教融合视域下，为提升高职生的就业能力，我们可

以尝试将项目教学引入课堂，这样能促使高职生的职业能

力、职业素养得到进一步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应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企业、高职生的长远发展有极大促进

作用。为提升项目教学效果，教师应结合高职生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的项目类型，保证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这样才

能让高职生在项目中学到更多知识、技能，提升他们的就业

能力。在选择项目时，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展开分析，如

高职生的知识储备情况、认知能力、职业规划、性格特点等，

这样方可保证高职生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项目知识的学

习与探索中，这对提升项目教学的效果有重要意义。此外，

教师引入的项目应符合时代发展需求，保证时代与项目的契

合性，符合高职生的认知规律，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开展高职院校的项目教学时，我们要对项目分配环

节提起充分重视。在分配时，我们应保证高职生的能力与他

们负责的工作内容契合，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的平台，让他们在项目实践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不仅如

此，在产教融合视域下，教师可以将一些企业的资源引入到

项目中，甚至可以将一些企业的实际项目引入课堂，这样方

可促使高职生更为扎实、全面地掌握所学知识，帮助其形成

更强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

3.3 引入小组合作，发展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为进一步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生的就业能力，我们可

以尝试将小组合作引入课堂，以此帮助他们团队协作能力得

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他们的未来就业有极大促进作用。在组

织高职生展开小组合作前，我们可以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

帮助高职生树立一个更为明确的学习目标，而后以此为基

础，选择一些企业中的实际问题，组织高职生在小组中展开

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将一些企业的数据、资源提供给

高职生，让他们的讨论更具真实性、系统性，提升他们讨论

的效果。不仅如此，为保证小组合作效果，我们可以尝试对

每个小组的学习目标展开分解，而后让高职生负责一个小目

标，以此保证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

在将高职生分为不同学习小组时，我们可以尝试秉承

同组异质的原则，将每个小组的人数控制在 3~5 人，这样

既能提升高职生的讨论效率，还能让他们在学习中完成思维

的碰撞，提升他们的沟通效果。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尝试结

合企业的实际问题对小组人员展开提问，而后组织其讨论。

在高职生遇到问题时，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引导，但是

不要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这样才能让他们逐渐找到属于自己

的学习方法，更好地与其他人展开合作，提升他们团队协作

能力。

3.4 构建线上平台，发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产教融合视域下，为进一步提升高职生的就业能力，

我们可以尝试创设一个线上平台，为高职生提供一个良好的

自学环境，这也是他们综合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提升

高职生的自学能力，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对应岗位所需的

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提升他们的就业水平。以往高职生在

开展自学活动时，若是遇到问题很难在第一时间将其解决，

这样除了会影响他们的自学效率、自学信心，还会对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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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主动性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可以尝试为其创设一个线

上自学平台，以此为高职生扫清自学障碍，帮助他们形成更

为完善、全面的知识体系，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这对其未

来就业有极大促进作用。

为了激发高职生的自学热情并助力形成良好的自学习

惯，线上自学平台可引入“打卡”功能。这一机制不仅提升

高职生的自学成就感，还促使他们规律地进行学习。此外，

平台鼓励高职生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心得，这样的互动让

学生能够从同学那里汲取新的观点和启发。通过交流和分

享，高职生更容易发现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漏洞，进而有针对

性地完善，还增强了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为未来的职业生

涯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全面发展。

3.5 推行心理辅导机制，关注学生实际情况
提升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并确保在面对严峻的就业

形势时能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经

济大环境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就业形势更加严峻。相较于

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高职学生在认知、情绪和社会心理等

方面可能更容易出现问题。很多高职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会面

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期望与实际的落差，这给学生带来了

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职院校应该采取一

系列措施。首先，要清楚认识到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健康教育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的就业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管

理机构，为学生提供持续、系统的心理支持。其次，高职院

校应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作为执行部门系统开展

心理健康普测工作。通过定期的心理健康测试，可以及时发

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最后，高

职院校还应常规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并应对就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

问题。这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就业环境，还能提升

他们的整体心理素质。由此可见，通过建立健全的就业心理

辅导机制，高职院校可以有效地缓解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

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升基于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

校学生就业能力效果，我们可以从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学生

社会实践能力；开展项目教学，发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引入小组合作，发展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构建线上平台，发

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产

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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