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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就业能力提升 

•了解就业能力对于大学生实现顺利就业及在职业生涯中

获得良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掌握几种核心能力及其培养方法 

本章学习目标： 



第一节  就业能力 

一、就业能力内涵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学习知识、

培养综合素质而具备的获得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持续发展

的能力。 
       从对就业能力的定义不难看出，就业能力不简单是在就

业过程中体现出的成功应聘能力，还包括了在以后的实际工

作中发挥自己的才智，较好地适应工作并在工作中有所贡献

的能力。 



二、就业能力的构成 

    美国培训和开发协会（ASTD）认为就业能力应包括6个类

别和16项技能。其中，6个类别分别是： 

（1）基本技能（阅读、写作和计算）； 

（2）沟通技能（听、说）； 

（3）适应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思考）； 

（4）自我发展技能（自尊、动力、目标设定和职业生涯规

划）； 

（5）群体交往技能（人际关系技能、团队工作能力和协调能

力）； 

（6）影响能力（理解组织文化、分享领导能力）。  



     美国学者福吉特等人于2004年提出了一个就业能力结构
模型，在学界和管理领域引起了高度关注。 

 
     这个理论认为，就业能力是一个有职业认同，包括个

人—社会资本、个人适应性等成份协同作用下构成的结合
体。 



三、提升整体就业能力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人单位主要从成本和效益出
发，更多地考虑招聘大学生能否带来更大的效益。效益
的产生源于知识通过素质转化为能力。  

    调查表明，接近100%的大学生不了解、迫切希望知
道用人单位招聘、录用、使用人才的素质与能力基本标
准。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职业素质与能力需求，对学生
发展有着很好的导向作用。 



时间管理 
帕累托原则 
  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
生活中80%的结果几乎源于20%的活动。比如，是那20%的客户
给你带来了80%的业绩，可能创造了80%的利润，世界上80%的
财富是被20%的人掌握着，世界上80%的人只分享了20%的财富。
因此，要把注意力放在20%的关键事情上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应当对要做的事情分清轻重缓急，进行
如下的排序：  
  A.重要且紧急（比如救火、抢险等）——必须立刻做。  
  B.紧急但不重要（比如有人因为打游戏而紧急约你、有人突
然打电话请你吃饭等）——只有在优先考虑了重要的事情后，再
来考虑这类事。人们常犯的毛病是把“紧急”当成优先原则。其实，
许多看似很紧急的事，拖一拖，甚至不办，也无关大局。  
  C.重要但不紧急（比如学习、做计划、与人谈心、体检
等）——只要是没有前一类事的压力，应该当成紧急的事去做，
而不是拖延。  
       D.既不紧急也不重要（比如娱乐、消遣等事情）——有闲工
夫再说。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7153.htm




麦肯锡30秒电梯理论 
  麦肯锡公司曾经得到过一次沉痛的教训：该公司
曾经为一家重要的大客户做咨询。咨询结束的时候，
麦肯锡的项目负责人在电梯间里遇见了对方的董事长，
该董事长问麦肯锡的项目负责人：“你能不能说一下现
在的结果呢？”由于该项目负责人没有准备，而且即使
有准备，也无法在电梯从30层到1层的30秒钟内把结
果说清楚。最终，麦肯锡失去了这一重要客户。从此，
麦肯锡要求公司员工凡事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结果表
达清楚，凡事要直奔主题、直奔结果。麦肯锡认为，
一般情况下人们最多记得住一二三，记不住四五六，
所以凡事要归纳在3条以内。这就是如今在商界流传
甚广的“30秒钟电梯理论”或称“电梯演讲”。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39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7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929.htm


情商 
  
有一位婚后不久的女子，她回到娘家总爱在父母面前诉
说丈夫的不是，历数他的缺点。父亲听了不以为然，他
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点，然后他拿着纸问女
儿：“你看上面是什么？”女儿不假思索地说：“黑点。”父
亲再问，女儿又说：“是黑点啊。”父亲说道：“难道除了
黑点，你就看不到这一大块白纸吗？”女儿听了若有所思，
她明白了。从此以后，她不再在爹娘面前数落自己丈夫，
两口子的感情也比以前好多了。 
  婚姻就是如此，你对对方期望越高就越容易发现对
方的缺点，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一点瑕疵否定了
一个人，因小失大，非常不值。 
 



从早晨起就大雨滂沱，路边几个卖叫食品的小贩一直无生
意。 
  快到中午，卖烤饼的大概是饿了，就吃一块自己烤的
饼。他已烤好一大叠，反正也卖不出去。 
  卖西瓜的坐着无聊，也就敲开一个西瓜来吃。 
  卖辣香干的开始吃辣香干。 
  卖杨梅的也只好吃杨梅了。 
  雨一直下着，4个小贩一直这样吃着。卖杨梅的吃得酸
死了，卖辣香干的吃得辣死了，卖烤饼的吃得口喝死了，
卖西瓜的吃得肚皮胀死了。 
  这时从雨中嘻嘻哈哈冲过来4个年轻人，他们从4个小
贩那儿把这4样东西都买齐了，坐到附近的亭子里吃，有香
有辣，酸酸甜甜，味道好极了。 
  交流、互助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的事自己都能
做，上帝也就不会造那么多人了。 
 



职业素质 
  
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曰本东京一家餐馆打工，老板
要求洗盆子时要刷6遍。一开始他还能按照要求去
做，刷着刷着，发现少刷一遍也挺干净，于是说
只刷5遍；后来，发现再少刷一遍还是挺干净，于
是说又减少了一遍，只刷4遍并暗中留意另一个打
工的日本人，发现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刷6遍，速度
自然要比自己慢许多，便出于“好心”，悄悄地告
诉那个曰本人说，可以少刷一遍，看不出来的。
谁知那个日本人一听，竟惊讶地说：“规定要刷6
遍，说该刷6遍，怎么能少刷一遍呢？”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司马迁在朝中任太史令,具体负责编写《史
记》。当时，许多达官贵人都想讨好司马迁，期望通过他的笔
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于是纷纷给他送来了奇珍异宝。 
有一天。朝中最得宠的大将军李广利派人给他送来一件礼物，
司马迁的女儿妹娟打开送来的精致盒子，发现盒子里放着的是
一对世间罕见的珍宝——玉璧。 
司马迁发现妹娟对宝物有不舍之意，于是语重心长地说：“白璧
最可贵的地方是没有斑痕和污点，所以人们才说，白玉无瑕。
我是一个平庸而卑微的小官，从来不敢以白璧自居，如果我收
下了这珍贵的白璧，我身上的污点就增加了一分，白璧不能要，
叫人送了回去。”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在我国历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史记》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司
马迁何以能据实写史？原因之一就是他自身清白，珍惜自己的
名誉，行得端做得正。倘若司马迁见了别人的东西就喜爱，不
珍惜自己的名誉，必定使他难以秉笔直书，《史记》也绝不会
有今天这样的价值。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人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
它是符合活动要求、影响活动效果的个性特征的总和。
大学生就业能力一般涵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个方
面，包括思维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自主能力、社会实
践能力、应聘能力等。 
      目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一个原因，在于不能适应社
会的需求，就业能力缺乏。 
 

第三节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首先，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得过且过，没有经过严格的专
业训练，缺乏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学校育人方式单调、呆板，只负责知识的传授，而
不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使部分学生缺乏适应能力、沟
通能力，不能将自己推销出去。 
    最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缺乏与我国应试教育紧密联系，大
学生从小即以“考试”为指挥棒，缺乏综合素质的锻炼，而能
力的培养是与人幼年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的。 
 



     如何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呢 
     要改革教育模式结构，增强大
学生的综合能力。 
      应把就业指导课程列入大学
教学计划，从低年级便开始相关
能力的培养，树立正确的就业意
识，高年级学生则注重提高他们
的职业成熟度。 
     改变以“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广开渠道，注意知行统一，全面
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如通过模
拟招聘活动提升学生的应聘能力、
社交能力等。 
      同时，要积极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成立相应的学生社团
组织，鼓励他们开展各种就业心
理教育活动。 
 



      要实施职业生涯规划，改变
大学生就业的错误认知。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将
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联系，
对影响职业生涯的因素进行分
析、总结，并确定实施方案。 
职业生涯规划可以激发大学生
自身内部的动力，促使他们不
断地完善自己。 
      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规划不
仅需要大学生通过自我反省、
社会比较、心理测评等方式对
自己的性格特点、兴趣特长等
有清楚的了解，还需要对社会
现实及发展趋势有清晰的认识，
这可以帮助大学生重新审视自
己，结合社会实际，给自己一
个合理的定位。 
 



        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
时调节大学生的情绪状态。 
       针对毕业生普遍表现出来
的心理问题，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机构可利用报纸、网络、广
播等形式介绍一般知识，以缓
解他们的负性情绪，提升其综
合素质。 
       针对个别因就业压力过大
引起的严重心理问题，要及时
开展个体心理咨询，对其进行
系统的指导。 
       同时心理健康机构还应为
大学生就业提供心理学的帮助，
使他们正确地认识自我、发展
自我，提高毕业生的职业成熟
度和心理抗挫能力。 
 



      要加强素质教育实践，养成良好的就业心理素质。 
       大学生优秀心理素质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工作、目光都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当从
中学，甚至是小学就开展就业教育、心理教育，培养他们的优
秀品质。 
      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向学生灌输“就业意识”，加深他们对自己
的认识程度，引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探索。 
      同时，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素质教
育从小抓起，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根本之路。 
 



      要推进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对国情社情民情的
了解。 
      大学生与社会的脱节会造成他们不清楚自身和社会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之间还有哪些差距，在校园内不能有针对
性地锻炼培养自己。 
     应积极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他们接触社
会、了解社会创造条件、提供舞台，使他们对国情、民情、
社情有清晰的了解，从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缩小他
们的认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在实践中提高自身的心
理素质。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逐步完善，多方面提
升的过程，包括职业规划、就业心理素质培养和社会实
践的丰富化。 
 

结论：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