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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生在就业时出现困难，也有部分企业反

映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实际岗位不够匹配，存在问

题，例如实际操作能力不足、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等问

题，为此高校应及时地做好反思工作，研究该问题出

现的根源，主动从教育上、文化上、就业上对大学生的

思想观念和行为进行引导，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

化，发挥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1 大学生就业软实力与校园文化建设
在古代就有关于“软实力”的思想，老子提出了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就是指“至柔”的文

化软实力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古代人认为

“软实力”指的是蕴含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精神力

量[1]。

高校的软实力来自于高校的综合校力，同时也是

高校办学的综合实力的体现，一个校风良好、文化软

实力强、校园文化建设突出的高校，在培育品德优良

的学生上更具优势。作为人才培育基地，高校拥有着

一流的学科专业、先进的校园文化、高效的运行机制

和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其在软实力方面的重视会对

高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是

高校软实力建设的综合体现。

大学生就业软实力指的是从就业角度出发，通过

就业制度、就业思想等对大学生形成一种关于就业的

文化机制，对校园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提升能

提高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职业匹配度，长期来看也能

够吸引更多企业招聘。[2]从大学生就业软实力出发来

建设高校的校园文化，关键是要提升文化的自觉性，

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潮流，文化建设与实际生活

接轨，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促进大学生就业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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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

大学校园肩负着文化育人、培养人才、创建和谐

校园文化的重任，因此从大学生的就业软实力出发搞

好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大学生在校园中的成长、发

展，同时也有助于大学生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为学

生谋求更好的发展出路，培育出更多同社会市场职业

相匹配的人才，增加大学生的综合就业实力。

2 建设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校园文化

的意义
2.1 为社会培育动手能力强、就业素质高的人才

高校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实用性人才，

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为他们今后的工作积累更多

的经验。以往的高校建设上注重人文气息、科研创新、

教学实践的引领，但是对学生的就业指导相对较少。[3]

由于本身没有社会就业的经验，部分学生在学习生活

中难免会走弯路，而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激发学生

对就业的了解，提高其就业软实力，进行就业培训、就

业指导、就业实践等，让学生对自身的学习与未来的

就业发展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能够增强学生对

就业的理解，主动调整学习生活来适应未来的就业发

展。同时高校从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出发，以就业

为导向、以提升职业技能为基本要求，可以提升大学

生的动手能力，再辅之以大学原本具备的教育资源和

先进的教学设备，从而为社会培育出更多技能素质和

就业素质都相对较强的人才。

2.2 吸引更多用人单位来校招聘

大学生的就业软实力越强，表明学生的“质量”就

越好，更受企业的欢迎，并且可以形成良好口碑效应，

吸引更多优秀企业来校园为学生提供更多岗位。 [4]就

业软实力提升的同时，高校校园通过院系和专业的特

色，从就业角度来调整课程和实践，坚持教育与实践、

就业相结合的方式，从教学内容的设定、学生能力的

培养满足社会所需。不同的院系和专业通过对该专业

未来就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和引领，主

动提高本院系、专业学生的就业素质，从而能够满足

企业发展中的人才需求，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慕名

而来”，从而更好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2.3 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不同的文化氛围产生的影响不同，通过构建提升

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高校校园文化，可以引导学生对

就业的重视，并在校园范围内达成“专业———学

习——就业”的良好就业理念，从而让学生意识到大

学的校园学习是有目的性的学习，让他们有忧患意

识，如果不具备专业的知识，就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就业也相对困难。这样，学生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在提高自身知识技能上，学习也会更加用功，在不

同的专业、班级之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力，从而在校园

范围内营造良好的就业文化，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

促进作用和带动作用。

2.4 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

对大学生来说，从高中升入大学，不只是为了单

纯的学习知识，更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前

景。但就大学人才培养机制来说，部分学生从高中繁

忙的学业中转换到大学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心理

上容易产生懈怠，再加上部分教师和家长认为“上了

大学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就会很轻松”的引导和误解，

还有部分高校校园中对互联网的开放使用，部分大学

生在校园内变得不爱学习、不爱上课，自我管理和自

我约束能力较低的学生则进入了学业能力低下的状

态，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大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是非常

不利的。

而高校营造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校园文化

氛围，能够让大学生在特定的文化影响下，对大学有

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且时刻提醒自身要努力学习，并

思考自身的就业方向，思考自己在大学学习中应提升

和培养哪些职业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以便在未来找到

一个好的工作，既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能够

承担起社会责任。

3 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高校校园文化

建设策略探析
3.1 建立完善的就业引导机制，增强大学生的就业

意识

就业不只是毕业生的事情，而是整个大学学习中

应引起重视的。高校通过建立完善的就业引导机制，

开设多次关于就业的讲座，组织学生参与讲座。例如，

不同的院系可以就不同的专业来组织就业课程培训，

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在社会岗位上需要具

备哪些能力，不应将就业培训作为一项教育任务完成

就结束了，关键要将专业的引导变得细化、具体化，这

样才能够形成良好的就业氛围，同时增强学生的就业

软实力。

高校想要营造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氛围，关键要转变学生对待学习与就业的

认识，让所学专业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从而让高校

的学生从“象牙塔”走出来，更好地同社会所需接轨，

明确大学学习的意义。

3.2 组织开展丰富的就业实践活动

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一方面要求大学生具备

就业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学生能够掌握就业所

需的专业能力。为此，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应注

重组织开展丰富的就业实践活动。高校应同企业建立

良好的实习基地，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提供给学生，

基于大学生就业软实力提升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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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节约了教学成本，保证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体育教育的信息化是当今社会教

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这项技术的应用，让学生体

验到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教师的素质也得到了提

升，同时也为教学管理提供了便利。总而言之，我们应

当持续不断地推进信息化教育，让更多的学校将其应

用于体育教学当中，达到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目的，

有效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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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不应是毕业时的任务，更应让学生尽早了解，将

所要学习的课程同实践结合起来，而不只停留在理论

上。例如在学习某一方面的理论知识时，教师可以从

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让学生去解决。

3.3 提高专业管理水平，增强对人才的培育

就业软实力体现在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素质

方面，所以营造以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高校校园

文化氛围，需要各院系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教师应该全方面、综合

多维度地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实现学生的全面发

展，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就业技能和就业素

质方面的教育，满足企业岗位的要求。其次，还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才

能够让学生在未来的企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种

思想观念引导下的教学实践活动和教学课程改革，必

然会推动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3.4 提倡“学以致用”的价值观念

古代贤人们对于学习提出了“学以致用”的观点，

提倡学习要为了能够用得上。学习本身是一项改造自

身的实践活动，因此学习的知识应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有所应用，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知识的用处是

多方面的，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辩证看待，例如就业知

识指导、人际关系管理，虽然不是与专业有关的课程，

但是对学生的就业生涯能产生有益的影响[5]。

4 结语
面对当前大学生“质量”下降以及“就业难”的问

题，需从根源出发，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通

过营造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

发挥就业软实力的作用，推动大学生成长发展。让学

生能够积极地对待大学学习生活，培养多种能力，从

而在今后能够有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招春袖,陈颖,钟成海.传播学视角下高校统战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路径[J].学园,2015(6):20-21.

[2]张勇,李书慧,蒋柯.就业胜任力模型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培养[J].教育探索,2013(7):96-97.

[3]滕芳.人文素质教育对高职生职业能力提升的现状分析

[J].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58-61.

[4]王秋祎.关于提升工科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研究[J].赤峰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2):157-158.

[5]郄艳丽,白海琦.以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J].合

作经济与科技,2011(17):110-111.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