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品阅读

90

挤！挤！挤！“夏招”帷幕已拉开，各大招聘会上人

头攒动、寸步难移的局面再次涌现。就业难，本就有着诸

多影响因素，从当下用人单位需求来看，除了专业背景、

成绩单、工作经历外，更多的企业开始对大学生职业素养 

方面的“软实力”提出更高要求，比如不少用人单位就直

接将“希望应聘者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高度的责任心”等内容写在招聘广告上。

对于高校而言，密切关注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工作，积

极提升学生此项就业“软实力”是其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

之一。下面将结合麦可思高校评估案例，分享如何通过对

学生大学期间职业素养增值的跟踪，及时发现职业素养短

板，精准定位影响因素，以期更好地改进和优化学生职业

素养培养工作。

观测人才培养的效果本身就存在一定滞后性，尤其是

学生职业素养，如果等到毕业后才发现培养不足，那么为

时已晚。因此，在培养过程中逐年跟踪学生职业素养提升

情况，及早发现问题是后续改进工作的主要推力。

A 大学大二、大三、大四学生提升较少的职业素养均

集中在“忠诚度认识 ”和“策略谋划能力” 上（见

图）。众所周知，用人单位都倾向于招聘能够谨守公司的

商业机密、认同公司文化的员工，换言之，就是忠诚度高

别忽视学生就业
文｜麦可思 赵严 罗珣

随着市场经济格局的转变，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也发生着潜移

默化的变化。不少单位招聘人员表示，“学历、专业不是我们录用的唯一标准，专业技能方面公

司可以后期培养，我们更看重应聘者的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抗压能力等方面的‘软实力’。”

总览校情，明确重点

注
职业素养是高校毕业生必备的素质，包括职业理想

和态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等各个方面。麦可思“在

校生全程跟踪评价”中职业素养包括忠诚度认

识、洞察力、责任约束感、环境适应能力、压力承

受能力、协作解决问题能力、信息获取和选择能

力、策略谋划能力。

注
“忠诚度认识”指对所属用人单位所表现出来

的心理归属和奉献程度。

“策略谋划能力”是指在活动中能够更好地制

定目标、思考策略并制定实施计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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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原因，助力改进

注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显著差异。

注
“环境适应能力”指根据工作环境条件改变自

身习惯、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的能力。

“协作解决问题能力”指与他人合作、共同解

决问题的能力。

的员工。“策略谋划能力”对于大

三、大四生也至关重要，因为无论

是就业，还是国内读研，抑或是出

国留学，学生都需要对自己的发展

来一场“精心策划”。总而言之，

学校及时发现职业素养教育中的短

板很重要。

学校除了从整体上发现培养短

板外，还可以挖掘各年级各学院的

培养不足之处，比如具体关注大三

年级各学院学生增值比例较少的职

业素养。由 A 大学的统计数据来看，

“策略谋划能力”和“忠诚度认识”

在各个学院中几乎都是增值比例较

少的职业素养，除此之外，还可以

深入挖掘各个特别需要加强培养的

职业素养，比如就 A 大学而言，自

动化学院需要加强对学生“环境适应能力”的培养，信息学

院则需要提升学生的“协作解决问题能力”。 

图  A 大学学生大学期间的各项职业素养增值

环境适应能力

责任约束感

压力承受能力

洞察力

信息获取和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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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 大三 大二

来源：麦可思 A 大学在校生全程跟踪评价数据。

除了逐年跟踪锁定或深入挖掘当年各学院的问题外，定

位问题影响因素可以帮助高校确定后续改进工作的切入

点，同样不可忽视。以 A 大学为例，经过检验发现（采用

Spearman 相关显著性检验），下页表中各项具体活动对

部分职业素养的增值有显著的影响。

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关注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活动频

率、社团 / 学校活动参与情况及效果，依据客观数据选择

影响程度大且有欠缺的活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学校还

可以根据专业培养过程中教学活动等对学生职业素养提升

的影响结果，推动课程内容、教师教学等方面的精准调整

与改进。

从学生行为入手，有效干预

学生的在校行为间接反映出学生将来的职场行为。因

此，从引导学生行为入手，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很关键。一

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及时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如迟到早

退、无故旷课、不交作业等，培养学生的“责任约束感”“忠

诚度”等。如果学生在校期间的这些失范行为未得到有效

干预，将来很有可能延续到工作中，出现开会迟到、无故

缺勤、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等情况。另一方面，学校还

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社团 / 学校活动”“参与创新创

业项目”等，让学生在承担责任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提

升“责任约束感”，增强“策略谋划能力”等。

一方面，课程内容要注重学科

交叉、文理渗透，扩大内容涉

猎范围，开阔学生的视野，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

教师需要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

培养学生分析思考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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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大学学生大学期间各因素对职业素养增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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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以下因素对指标的显著性影响检验

学习活动频率 社团 / 学校活动 课程教学内容 教师教学行为

是否作业缺交、
应付了事

是否参加
社团 / 学校活动

是否注重
学科间的

交叉与融合

是否介绍了
本学科发展的

前沿动向

是否重视
学生的

出勤考评

课堂中是否加入
互动环节，

注重学生参与
（提问、讨论）

是否让学生
在课堂上完成
独立研究的

陈述

是否注重
课程学习
挑战性

忠诚度 √ √ √ √ √ √

策划谋略能力 √ √ √ √ √ √ √

责任约束感 √ √ √ √ √ √ √ √

洞察力 √ √ √ √ √ √

注：表中仅展示增值比例较少的职业素养。

来源：麦可思 A 大学在校生全程跟踪评价数据。

此外，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不能忽视“以课程学习为

载体，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一方面，课程内容要注重学科交叉、文理渗透，扩大内容

涉猎范围，开阔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美国高校

会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和自身特点，综合开设不同类型的情商

培养课程。概括起来有“独立设课”和“学科渗透”两种主要

形态。所谓独立设课，是指将情商培养作为一门课程，由心理

学专业的教师讲授。目前，不少美国的大学都已经有了很好的

相关实践。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将情商中的“人际关系处理”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

在本科生中开设；乔治城大学法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通过在专门的课程中讲授情商的理论知识和进行

大量的角色扮演，使学生学会分析和理解人际矛盾调解的概

念、原理和做法，提高了职场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学科渗透

则指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将情商培养渗透到他们的专业

课程之中，由学科专业教师讲授，一般安排 2 至 3 个学期的

课程。例如：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将情商中的“同理心”渗透到

医学专业研究生和牙科专业本科生的课程中，使学生在与病人

沟通时取得良好的交流效果。

另一方面，教师需要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分析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2007 年，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就 在《 为 了 新 的 全

球世纪的大学学习》报告中，介绍了 10 种高影响力教育

教学培养改进，一个不落

实践 ，并对“课程教学与学生素养增值”的关系作了详细

阐 述。 比 如： 合 作 学 习（Collaborative Assignments and 

Projects）强调教师要“注重在课堂中加入活动环节，让学

生参与（提问、讨论）”，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小组及合

作完成作业或研究，学会解决同伴的问题，并学会通过积极

聆听他人的意见，尤其是不同背景的人的见解，提升自己的

理解，提高自身的“协作解决问题能力”等能力素养。

以上是结合麦可思高校评估案例，按照发现缺陷、定

位影响因素、落实改进的总体思路，就学生职业素养增值

评价如何帮助学校推动相关的培养改进工作所作的分享。

又是一年毕业季，据统计，2015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

达到 749 万人，比 2014 年再增加 22 万人 ，创下历史新高。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的高校毕业生因优秀的职业素养

得以“过五关，斩六将”，赢得好工作，而有的毕业生却

因为职业素养这一“软实力”不足屡屡遭拒，痛失就业机

会。为了不让未来的毕业生再输在职业素养这个“软实力”

上，高校赶紧行动起来吧！

注
欲详细了解 10 种高影响力教育实践，参见本刊

2014 年 5 月刊《学生成功的高影响力因子》一文。

注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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