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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

前言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并将其作为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大学生就业问题事关国家稳定大局，一直
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左右高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难题。作为高职院校的一名
年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文学禹先生深感做好此项工作“匹夫有责”，在获批湖南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课题立项后，历经一年之研究，成就《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作者不
弃送来书稿并嘱我作序，读后使我深受教益，故不揣冒昧，写点感想。通读全书，我觉得该书具有以
下三个特点：　　第一，关涉内容的全面性与研究视角的系统性相并重。在本书中，作者将大学生就
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几个层次和若干方面，并对它们的各自内涵作了具体的分析，阐述了
它们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一个指向一致、视角多维、条分缕析、内容丰实的体系。从总体状况和具体
表现上分析了影响当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社会原因、学校原因、家庭原因、大学毕业生自身原因，研
究了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就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方法、优化环境、建设队伍、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等进行了多视角的探索。　　第二，立论基
点的科学性与研究思路的清晰性相结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和困难，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政府
、社会、家庭、学校和大学生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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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关于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著。全
书从大学生就业状况与教育对策、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
就业指导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就
业的心理准备、大学生就业权益与法律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
的解决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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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学禹，1970年出生，湖南衡山人，硕士，高级政工师，副教授。现任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就业指导等课程。已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并参与省级
科研课题5项，出版著作2部，参编1部。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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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大学生就业状况与教育对策第一节　当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第二节　影响当前大学生就业状况
的原因第三节　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教育对策第二章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
析第一节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第二节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第三节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原因分析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
的地位和作用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地位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在大学生
就业指导中的作用第四章　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节　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第二节　创新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第三节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就
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第五章　大学生就业形势第一节　就业形势分析第二节　高职毕业
生就业第六章　大学生就业政策第一节　大学生的就业制度第二节　大学生的就业政策第三节　大学
生的就业市场第七章　大学生就业的心理准备第一节　积极面对择业，树立求职信心第二节　求职、
择业常见心理问题分析第三节　择业心理问题的自我调适第八章　大学生就业权益与法律保障第一节
　毕业生就业权益及其保护第二节　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第三节　求职与就业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
问题附录附录1　案例精选附录2　小测试附录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的通知附录4　教育部关于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附录5　关于鼓
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附录6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的通知附录7　关于按照党管人才要求进一步做好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附录8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
干意见附录9　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附
录10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
见的通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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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社会原因　　1.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毕业生就业的矛盾根本来说是供需矛盾。供需平衡
不只受供方增减的影响，需方的增减也会影响两者的平衡关系。在供方总量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发展
的好坏直接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当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增长时，就业岗位也会出现相应幅度的增加；反
之，就业岗位的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减少。据发改委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
点，大约可以增加80万个就业岗位。然而，从2000年开始至2003年全球经济出现低迷，美国经济呈现
逐步下滑的趋势。世界上的许多著名公司如微软未雨绸缪，从2000年年底就开始着手裁员。与此同时
，国内的一些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缩减政策，纷纷减少对人才的需求。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对全
球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并将延续较长时间，这些导致了全球的就业困难。而在国内，2003年初突
如其来的“非典”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影响了当时国内的就业形势，某些行业的人才需
求量明显减少。此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正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国有企业进行重大的改革，私人企业得到迅猛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以及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　　2.市场经济自发
调节的负面效应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
在1985年我国毕业生就业制度逐渐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实行“统包统配”、“包
当干部”的计划分配制度，大学生一毕业就由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国家干部，
高校毕业生100％的就业率，使毕业生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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