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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贫困生的就业指导,是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他们因为家庭等各方因素,在实际就业过程中会有

各种问题。本文从分析高职贫困生就业的现状分析着手,解析产生的原因, 后分析问题,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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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贫困生是指在高职院校中,家庭人均收入远低于社

会收入平均水平,学生本人在校生活支出低于在校学生平均

水平,需要通过资助方可完成学业的经济困难的学生。在高

职院校都会经过“贫困生认定”这一程序加以认定。这是一

个比较特殊的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学校的关注。不可否

认在贫困生中出现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但是,在现实中他

们的就业情况总是存在诸多问题。他们会比其他普通同学面

临更多的就业压力。我们老师应该是全面的关注、关心这些

孩子,让他们越来越好。 

1 高职贫困生就业现状分析 

1.1 高职贫困生整体就业形势严峻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各行各业对用工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目前,整体大学生就业就非常严峻,其中还不乏有研究

生、本科生,专科生在学历上就不占优势,虽然他们可能实际

动手操作能力强于本科生,但现实面临的劣势也是存在的。

更何况是刚刚毕业,高职的贫困生。 

1.2 就业成本高 

现在高职毕业生想顺利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需要付出

的成本是很大的。包括培训费、考试费、职业技能的报名费、

服装、交通费用、食宿方面的费用等等。对于一个普通的高

职学生来说可能这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贫困生来说,

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3 对就业岗位期望不高,多数求稳 

和普通高职学生比,高职的贫困生就业一般都比较理

性、客观。一般出现的是求稳、薪资待遇不高的单位。他们

一般对地域的要求也不会是哪些特大城市、一线城市。对于

单位来说,因为学历原因很少会有人选择公务员。他们一般

对职位的需求会更加贴合实际,追求稳妥的就业期望。他们

对工作调整大、民营或者私企倾向性不是非常强。 

1.4 高职贫困生就业实力强于普通学生 

一方面,他们相对一般的普通学生就业的主动性更高,

更加积极向上。他们会主动收集相关就业信息,主动出击寻

找就业机会。同时,他们的学习成绩,个人行为习惯的约束等

方面会做的更好。当然奋斗拼搏的精神更是突出。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尽快的减轻家庭负担,他们就很早

就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兼职、勤工俭学等各种活动,这对他们

综合实体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极大的提高了他

们的语言表达、组织能力、受挫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他

们的就业目标会更加明确,能进一步了解自身和企业需求

存在的差距,从而更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努力目标,更好的提

升自己。 

2 出现以上现状的原因 

2.1 经济方面的原因 

高职贫困生家庭收入本就不高,生活费用都捉襟见肘,

更不谈频繁参加须支付费用的面试；参加专业技能的有偿培

训；购买额外的实验实训用品等。如果还要加上专转本的培

训那一年至少又要加上 3000 至 5000 元。 

2.2 家庭方面的原因 

高职贫困生他们的就业思想自然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干

扰。好的方面是,他们有着吃苦耐劳、耐受挫折等良好品质,

到了工作岗位能尽快适应。不好的是,他们的一些观念会收

到局限。他们有的可能是承受着,家庭长辈落后思想的灌输；

有的可能是缺少父母的关爱、甚至是亲人的重病等,这会让

他们有悲观和挫败感,致使对工作不敢有过多的希望,只希

望求稳。 

再者,高职贫困生家庭的社会关系往往比较单一,人际

资源比较缺乏,能够向他们讲解当今就业形势变化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的人不多。这也一定程度束缚了他们的求职眼界。 

2.3 自身心理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在学业上。高职贫困生,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

压力已经远超于普通学生。在学习上,家长、老师们会对这

些孩子有更高的期待,而他们一旦成绩不理想,可能会承受

比普通学生要大的多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在生活中,高职贫困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或

家庭其他情况等原因,他们大多都不太愿意和外界分享自己

的故事,从而封闭自己,不和其他同学交流,这样就导致他们

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遇到事情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3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提高对贫困生的资助精准度和力度 

第一、提高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准度。贫困生认定工作,

是对贫困生进行资助的基础,这一认定的准确性直接决定着

资助工作的精准度。提高贫困生的资助精准度,可以资助工



Education research 教育研究 
第 1 卷◆第 3 期◆版本 1.0◆2018 年 11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0 

作 大的发挥起作用,真正让学生受益,让贫困生更好的用

好资助,完成好学业。 

第二、提高贫困生资助的力度。现在国家对贫困生资助

的力度也是逐年增加,而且对学生个人的资助,提高的幅度

非常大。而且现在资助的种类也非常多,这样一来,可以让更

多的,更需要的贫困生感受到国家资助的力量,让他们没有

后顾之忧,让贫困生家庭压力越来越小,这也可以促进孩子

们专心的学习。 

3.2 加强对贫困生的就业指导 

加强对贫困生的就业指导,这是学生工作的重点内容,

一个贫困生家庭的孩子的高质量就业,受益的将会是一个家

庭。对贫困生的就业指导,也是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非常值

得关注的。个人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 

首先,班主任要先知晓本班级专业以及本专业对应行业

的发展情况。可以寻求学校就业处的帮助,更加细致的了解

本班学生的就业趋势。班主任老师可以通过家访,与本班家

长通电话等方式,了解其家庭情况,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还

要与本班贫困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了解本人的就业意向。

针对贫困生的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就业指导。 

其次,每个贫困生学生在就业方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

题。在得知孩子情况后,要有区别性的进行指导,不能一概而

论。有的孩子是缺少自信,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有的孩子

是没有职业规划；有的孩子是因家庭原因不敢主动选择；有

的孩子是瞻前顾后。针对以上的种种情况,我们做指导的老

师就要做到区别对待,要给与恰到好处的指导,给与他们所

需要的指导。 

后,总会有些老大难问题。一些贫困生存在特殊情况,

就业特别困难,那我们就要发动多方力量,寻求多方帮助,重

点问题重点分析,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就业后进行跟踪,获得

相关经验,更好的进行下一次重点指导。 

3.3 提高贫困生综合就业能力是关键 

要想贫困生学生能了解当今就业形势,做好职业规划,

能更好的、找到满意的工作,提高他们的综合就也能这是关

键。只有自己综合能力强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获得自身和社会的双赢。 

第一、开设职业指导,拓宽知识面的广度 

学校完善职业指导课程安排,提高职业指导老师的专业

水平,调动学校就业处等部门,广泛利用好社会等各方资源,

为学生特别是贫困生提高一个高水平、有针对性的就业指

导。 

第二、专业知识指导,强化技能水平运用 

除了职业指导老师外,还要让专业课老师以及和本专业

相关就业背景的老师也参与进来,对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进

行专业知识的指导。现在社会、用人单位越来越强调对学生

动手能力、技能的掌握情况。这样的专业知识指导是非常有

必要的。强化了他们专业技能,孩子们能够从众多应聘者中

脱颖而出,强化了专业技能,也能为他们入职后的职业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综合素质培育,提升个人综合实力 

贫困学生通常因为家庭等其他因素,在综合素质上总是

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在校期间就要注重对他们综合素

质方面的培养,综合素质包括多方面,不是短时间能够一蹴

而就的,需要老师们、孩子们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当孩

子们的综合素质有了提高,个人实力确实加强,这是他们的

硬实力,是成就一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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