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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快我国新农村的建设，促进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不断加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力度。

正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高职院校已经在这一战略的背景下加大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从而促进大学生成为新时期的综合型人才，为乡村的建设贡献力量。本文首先概括了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和高职院校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意义，其次从创新教师的教学理念、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完善

大学生就业创业保障措施、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内容四个方面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对大学

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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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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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at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increased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
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rategy, thereby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to be-
come comprehensiv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overview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e-
condly, it elaborates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four aspects: innovative teaching con-
cepts, adopting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
neurship security measures, and carrying out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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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想要紧跟时代的脚步共同发展，就要积极做出创新与改革。对于现阶段的高职院校来说，

其教育重点工作并不仅仅是向大学生传授理论方面的知识，而是应将大学生培养成新时期的优秀人

才，这就需要高职院校能够打破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积极响应新的时代政策，采取更加现代化的教

学模式。在如今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下，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也应当进一步的科学培育，高职院

校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水平，不但能够解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难题，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据一定的优势，还能够将自身教育的主体变得多元化，使得大学生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有效助

力。 

2.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的核心发展内容，我国发出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并且十分重视乡村建设，

同时，乡村振兴的提出，也是希望能够促使我国发展成为农业强国，这也是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全局出发。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乡村振兴战略也逐渐迎来了新的实施挑战，

将会出现更多的不断变化的因素影响到战略的实施。因此，想要实现这一战略，就必须要坚守乡村振兴

基础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我国大部分的重点资源也将逐步向

乡村振兴方面倾斜。此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进程中，还同时需要重视乡村产业、乡村人

才、乡村文化、乡村生活和乡村组织五个方面的发展，并坚持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作为

根本目标，切实推进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因此，乡村振兴的意义十分重要，在落实这一项

战略的过程当中，必须坚定不移。通过有效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让乡村的产业能够朝着更

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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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院校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意义 

3.1. 能够为我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高职院校普遍相当注重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通过这方面能力的培养，能够促使大学生具

备实践的能力，不再只是一味的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能够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当中，在

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将会得到不断的优化，能够促使其发展成为创新型的人才，这也是我国

现阶段经济发展最急需的人才，因为，随着我国目前市场的定位，其需求的人才就是创新型的人才，随

着市场格局的变化，大学生专业和技能方面的能力成为了其竞争力的核心提升内容。此外，大学生通过

创业就业能力的培养，也能够将这一精神渗透到自身素养的各个方面当中，在提升自身的同时，能够使

其具有更大的优势去竞争其他的岗位，还能从大的层面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1]。 

3.2. 能够提高我国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通过对学生就业创业实践活动的展开，不但能够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技能，还能够促使大学生自觉养

成创新精神。在以往的教学过程当中，大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深入了解到

就业创业的真正内涵，也因此，使得大学生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得不到真正的锻炼。高职院校对大学生就

业创业能力提升的重视，为大学生创设了丰富的实践活动，大学生通过切身的实践体会，也能够增强自

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其综合素质与能力就会有显著的提高。并且，由于社会

实践与理论知识教学不同，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能力锻炼的过程当中，其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得到很好的锻

炼，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还能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生活阅历，大学生也会具备

更高的素质去应对之后的困难，就为其今后创业与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其思想道德素质等方

面也会因此提高，这也是新时期下每一位优秀的创业者所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路径 

4.1. 创新教师的教学理念 

高职院校想要通过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活动真正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师教学理

念的创新。为此，教师应将自己作为乡村振兴的推动者，自觉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担任教书育人的角

色，把为乡村振兴培育科技人才作为根本的教学任务，以此来对学生开展各项的就业创业教育活动。 
首先，要让教师充分意识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这样才能确

保相应的培养工作能够真正落实。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具备独特性，想要对学生进行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

还需打破传统教学理念带来的束缚。创业就业能力培养的教学主体是多元化的，其格局是由高校为主体，

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的，这就需要高校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接纳新的信息点，更新、扩

充自己的教学理念，从而增强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的能力。其次，教师应开拓思路，打破传统教学理念

束缚，应积极接收全新的信息技术教学思想和技术。因为目前的信息数据发展很快，乡村振兴的工作也

充分利用了大数据信息与技术，教师只有对信息技术具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够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教学

工作，革新原有的教学思想。最后，教师应注意将学生摆放在学习的主体地位。因为在平等与和谐的环

境当中，学生的思维也会更加敏捷，能够更好的接受新的知识，这一教学创新举动十分符合当前的教学

思想变革趋势，能够有效扭转教师的传统教学观念。教师和学生建立一种平等共同合作的关系，也能够

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教师在这一过程当中，也能够朝着更加现代化的教改方向发展，符合新时期对教

师的新要求。 
此外，高校还应该对教师开展针对性的新理念教育培训，向他们传输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同时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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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展示先进的教学成果，通过实际案例向教师进行新思想的灌输，从而达到帮助大学生提升就业创业

的水平。 

4.2. 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想要做到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进行提升，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灌输，还应更注

重大学生的乡村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使其更好地理解乡村就业创业的真正内涵，从而促进其自身能力的

升华。 
为了更好地采用实践性教学方式，还需经过以下几个措施。首先，教师应努力提升自身的实践教学

技能与教学水平，从而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性教学的过程中获取更好的体验[2]。比如教师可以提升关于自

身的乡村振兴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把乡村振兴相关的新观点和新理念引用到自己的课堂之中，让学

生拥有一种焕然一新的学习体验，激发其走进乡村，进行创业的兴趣。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乡土文化资

源融入到日常教学之中，设计与乡村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便于学生在体验中学习，达到知行合

一之效果。其次，采取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方式。因为一味地通过线下的实践方式，就会导致最终的实

践方式过于有限，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许多事情都可以在线上模拟完成，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线

上体会，将许多现实的场景通过数据技术显现出来。比如可以通过计算机模拟农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

的乡村就业创业能力，优化教师的乡村振兴教学资源，加强学生对乡村振兴的实际感受。最后，要将课

本资源与乡村当地特色相结合，从而开展实践性的教学。比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了解当地乡村，努力

弥合乡村体验与学科课程的缝隙，加深学生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联系，在他们对振兴乡村产生兴趣。 
此外，要注重对乡村实践教学的反馈，这样才能够实际地了解到实践教学的成效。同时，还可以根

据反馈的意见来对实践教学工作进行完善，并且进行恰当创新。 

4.3. 完善大学生创业就业保障体系 

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水平的重要一环就是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元化的保障体系，比如建立乡村振

兴规划下的政策扶持、学校帮扶、家长与社区共同提供支持的农村大学生创新就业保障体系，从而打造

出理论水平和技能实践双高的优质大学生，并使其积极地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之中。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为大学生就业创业配备专门的服务部门，提供详细的政策解答和落实服务，为

大学生创业提供切实有效的通道。其次，大学生作为新生的青年群体，创业资金不足也是一项明显的弱项，

为此，有关部门应该发挥作用，关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资金帮扶政策，提前建立资金方面的保障措施，

为大学生就业创业铺设资金扶持，比如乡镇政府可以为大学生创业规划板块，为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实

际鼓励，银行可以对创业的大学生给予较低的创业贷款利率，为大学生创业解决起步的资金难题，乡村

企业也要发挥联动力量，对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帮扶。 
最后，构建大学生创业注册服务机制。在学生毕业后应当建立相应的跟踪服务机制，帮助学生解决

在乡村中创业时所遇到的难题，收集相关的大学生创业信息和市场发展状况数据，给予大学生有效的支

持，并建立相应的心理疏导机制，使大学生正视自己的创业成效，帮助总结经验，为后续的就业创业提

供经验参考[3]。因大学生自主创业会涉及到工商税务、劳动人事等多项政府部门的关系，政府和高校应

当加强联系，对大学生创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给予相关的有效保障。各地政府也要加强与各个职能

部门之间的联系，构建现代化注册服务机制，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优化传统创业过程中较为繁

琐的审批手续，使大学生具备相应的创业资质。 

4.4. 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内容 

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还需开展多元化的教育内容。通过采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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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来促进大学生综合就业创业素质的提升，帮助其增强就业创业能力，从业助力乡村振兴。 
首先，开展乡村振兴理想信念教育，也就是让大学生树立自己的乡村发展目标。建议高校为大学生

提供乡村就业创业实践活动的引导，帮助大学生选取今后的乡村就业创业实施项目。在大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的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向大学生积极推广乡村振兴信念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乡村振兴的坚定

信念。 
其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也是为了增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心理承受能力。通过对其心理教育

的加强，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的适应乡村生活环境，在创业过程中面对困难时，能够具有更加乐观的心

态，这样也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更好的乡村振兴价值观，同时就业创业能力也会自然而然的有所提升，这

样大学生在之后面对困难的时候，具有更高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迎接未来的乡村创业。 
最后，开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已经有相当比例的高职院校重视起乡村就业创业

的指导工作，但是由于部分高职院校仅仅将就业指导作为一个辅助内容，导致对就业创业指导的方法过

于单一，为了发挥出就业指导的实效性，从而发挥出高职学生对乡村振兴的作用，还需将就业创业指导

的活动多元化，以便于让大学生更好的接受相关的指导意见[4]。 

5.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了我国目前最重视的战略目标，并且我国正在不断加大在乡村振兴战

略方面的实施力度，要想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实，还需具备充分的人才。因此，随着我国乡村振兴

战略新时期的到来，对高职院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高职院校能够培养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人才，

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能力，助力乡村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应将增强大学生创业

就业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这样能够解决现阶段农业农村人才缺失方面的问题。高职院校作为培养

人才的主要场所，也应发挥出自身的教育职能。培养出这一方面的人才，从而完成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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