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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准备指标应该纳入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卜树春
(盐城工学院团委，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教育评估是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评估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

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评价必须充分关注学生的就业准备，及早将就业准备指标纳入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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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高校教学水平合格评估至今，我国的

教育评估已进行了lO多年，其目的是全面提高教

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同时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既符

合高等教育规律，又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的新型的高等学校运行机制。但我国教育评

估的观测点考虑的都是形成性指标，无终结性指

标；多定性的要求，少定量的观察；侧重于学校内

的考评，较少关心社会的要求；是面上的总的评

价，非点上的个体质量评定。本科教学评估中根

据上述观测点得到的信息，不足以具体反映出教

育质量。至目前而言，高校无法向用人单位提供

一个客观反映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和定性评估，

就业准备指标纳入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迫切

而重要。

一、就业准备指标的基本特性

近些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除却外在的共性因素，诸如社会对高校毕业生

需求量增长趋缓(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就业刚

性系数下降，行业的宏观政策调控所致就业需求

量明显下降)，毕业生就业资源存量配置服务不

到位，最主要的还是高校毕业生整体的供给上存

在的问题。如果细分一下。根据影响权重的递减

关系，主要表现为高校毕业生供给存在着结构性

失调问题，高校学生教育过程的行政化取向、农村

劳动力的挤压、家庭和毕业生的期望值。实质上

是教育对象的质量问题：学生不能适应专业的要

求，智能、素质、情商不高。从高校而言，就是高校

没有把就业准备指标纳入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就

业准备指标必须葆有以下特性。

(一)增值性。客观、生动反映教育质量的增

值状态是就业准备指标的重要特性。教育质量评

价是以教育方针和目的为指导的，是学校对教育

方针和教育目的的细化和量化考核体系和标准。

这个体系既是合格性的，更应是形成性的，应该充

分体现教育对于学生身心成长、技能进步的增值

功能，体现教育对象在不同起始阶段的增减与损

益情况。这既可反映教育者的教育投入效果，也

可表现教育对象教育投入的产出情况。而在高等

教育系统外部，用人单位和部门通过评价体系在

各阶段的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相关指标与观测点的

数据，客观和定量地考核选聘对象的综合与业务

素质，尤其是用人标准中权重较高指标的演化过

程，为定性评价和是否录用以及使用与培养提供

重要的依据。作为一种成果性指标，它应该反映

学生从政府、高校、社会的项目、活动和服务中得

到收益的程度和质量，反映其智能成长过程、就业

竞争力提升程度以及雇主满意度。

(二)职业性。围绕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目

标，反映就业准备状态是就业准备指标的功能特

性。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学生都要以就业的形式服

务社会，从而在满足个人就业之生活和发展需要

的同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的发展尤其

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的发展是以职业生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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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依据的，个人生涯的职业性十分鲜明。美国

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预测认为，美国2l世纪的劳

动力市场85％的工作岗位需求的人才学历标准

为两年职业教育学历，仅有15％的岗位需要本科

或更高学历的人才。从社会需求角度看，我们需

要考虑社会的人才需求总量，但高等教育必须首

先看到学生毕业时即三年、四年后及至学生就业

初始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变

化，这是当今高等教育职业性的突出要求。这种

职业性深刻影响和掣肘着教育质量评价，必须将

职业素养与职业适应度纳人教育质量评价。然

而，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持续lO年

以后。及至2008年入学人口高峰过去后，规模的

竞争将会为层级的竞争所替代，高校的竞争将主

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升格，二是扩大研究生教育

即精英人才教育的招生数量。如果这种趋势被言

中，高等教育的职业性将会弱化，高校的学生就业

将更为严峻，尚未考虑社会产业结构在失重状态

下的大幅度调整和社会经济动荡因素。截至

2007年11月底止，全国500万应届毕业生中尚

有143万未能就业u J。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

校没能教会学生有效进入社会的技能。这与教育

质量评价体系缺乏就业准备指标是直接关联的。

(三)自主性。自主性首先是指个人自主性，

是职业人或求职者对职业的自我认识及主动需求

的态度与能力状况。高等教育必须积极直面社会

与人力资源市场，这是高等教育的应有理念，同时

也正逐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世界高等教育问题专家纳伊曼在《世界高等

教育的探讨》中提出，唯一需要强调的是，“当今

和未来高等教育能否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它和周围环境是否成功地取得了联系，是否

与它要为之服务的社会，就业市场和劳动市场、使

用其成品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各集团成功地取得了

联系。只有当高等教育成功地表现出它对地方社

会、社区和国际社会是有用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

和个人需要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发展，才能成为群

众性的教育。而在明天，它才能成为普及性的教

育。”就业准备指标的自主性即是体现这种对环

境联系、对社会需求、对社区需要的主动认知和自

我评判。这既是高等教育自身的需求，也是学生、

“产品”以及“用户”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的社

会发展职能具体体现在“让每一个大学生成材，

首先要让他成功进入社会”。如果学生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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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社会，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大学毕业后

没有一个可以解决温饱的职业，没有一个可以施

展技能的社会平台、一个职业岗位，根本无从“发

展”。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必须落实

在学生自主的保证培养质量的制度设计上。以市

场为主的就业制度包括三个维度，即市场、政府、

个人，而个人则是这种制度设计得以奏效的关键

因素：“市场主导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个人自谋

职业”的机制中，个人的自主性是职业人适应市

场和社会，分享政府政策和资源，实现适时就业并

提高职业满意度的前提条件。

自主性的第二层涵义是：教育质量是学生个

体需求与家庭、社会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合力作用

下形成的，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内因是学生自我要

求与努力。如果没有学生的自主努力或者学生没

有某一内在需求，就不可能完成高等教育的过程

甚至其行为就不可能发生，教育质量也就无从谈

起。以大学生的主体需求为依据，以学生发展为

目的考核与评估学生的需求满意程度与实际能力

增值度应是就业准备指标的应有特性。

二、就业准备指标的基本架构

将就业准备指标纳入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

究在国内还不是很多，因此，要架构就业准备指标

应该说必须经由一个粗犷到细致、简约到丰繁的

过程，同时也必须经由若干年的积淀才能逐步形

成体系。

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学校尤其

是用人单位对高等教育产品的反馈信息看，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不是很高，影响满意度的

因子既包括知识、技能等智力性方面的，也包括情

感、态度、意识等非智力性方面的；既有个体性的

发展状况差别，也有群体性的共性特征；既有传统

文化与素质方面的要求，也有对异域文化与观念

包容、融合的期盼。因此，就业准备指标应更多兼

顾就业指向和社会发展需求。

就业准备指标的权重因素至少应包括：学生

评价、学校评价、社会评价，权重系数可分别设为

3、3、4。就业准备指标可以这样初步架构：

1．社会维度(22项)：爱国热情、进取精神、道

德水准、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文明修养、合作精

神、敬业精神、适应能力、政治态度、自知之明、专

业水平、工作能力、知识结构、计算机使用能力、身

体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学术视野、外文水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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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写作能力、科研能力。

2．学校维度：认知、做事、共处、生存。目前高

校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脱节是大学生就业阻滞的

根源之一，这也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高校的招生

规模与专业所能解决的，市场决定不一定能使规

模和专业结构优化。

3．学生维度：包括专业理论功底、自我约束能

力、持久的奉献社会精神、实践动手能力、社会适

应能力、个人发展方向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问的差

距校正。

三、就业准备指标的设计原则

就业准备指标的设计应根据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设置的价值取向，明确定位于服务学生的就业

准备、社会“用户”考核与聘任需要。教育质量主

评价中的就业准备指标要素主要是为学生和社会

的用人单位服务，不是学校内部管理的工具，更多

的应是一种社会评价机构进行高校办学质量中介

性评估，是用人单位选聘、录用毕业生的一种测评

性工具：以满足学生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估需要为

目标。

(一)依循办学类型，贴近发展模式。就业准

备指标的构架受制于高校类型和发展模式。我国

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四大类高校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中就业准备指标的选择差异很大，如：研究型

高校与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高专)在学术视野、外

文水平、创新水平、写作能力、科研能力方面的指

标选择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高校发展模式也

影响就业准备指标的要素组合。资源——声誉型

与客户中心型高校发展模式的差异十分显著，如：

客户中心型模式从以顾客或客户为中心的概念出

发，以学生和其它消费者(用人单位)为导向规划

和运作学校的发展，其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纳

人就业准备指标，更注重雇主意愿与取舍理念。

(二)删繁就简，体现公平、效率、发展。就业

准备指标是一种阶段终结性和定性为主的评价内

容，虽然应是对评价对象的综合素质与技能的评

估，但不应因此而设立繁杂的指标和复杂的统计

系统，具体设置上应该删繁就简，宁简不繁。要兼

顾到使用和参考这些指标的并非都是专家、学者，

在不影响信度的前提下，注意指标及术语的通俗

性和提取与甄别的便利性。尽量设置在各个维度

具有共通性的指标，又以其权重的分配来区分不

同评价主体在评价中的重要性。某项指标权重之

和会冈综合了各评价主体的意愿，能更为直观和

全面反映评价对象该指标项质量值。

作为一种评价，公平和效率是其追求的目标，

也是其评价活动的基本原则。就业准备指标要素

的公平和效率必须予以繁简适度的掌握，指标要

素的选择还要顾及不同办学类型和发展模式高校

的共同点，不强化某一类型学校的特长指标、不偏

重某一发展模式学校的特征指标是关键。在公平

和效率的关系上，追求公平、兼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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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s8essment for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quality assurance．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higher education as8e88es，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assurance，but also the core to

me鹪ur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The stud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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