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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雇佣性教育模式：理论述评与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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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可雇佣性教育模式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输入－输出模式、H arvey 和 Locke 模式、体验

学习模式、高等教育作用模式、全面开发模式等。这些模式基于离校学生的角度，因此也可称为

学生的可雇佣性开发模式。这些模式各有千秋，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应用过程中需要结合

一些具体情况进行延伸和拓展。本文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在进行可雇佣性教育时应该结合宏观环

境状况，考虑组织的认可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计，并给学生提供适当的实践机会。在进行可雇

佣性教育项目设计时需要结合学生特点以及专业学科特点，这样才能对可雇佣性教育最佳实践

模式的探索奠定最基本的前提。

［ 关键词］可雇佣性；可雇佣性技能；可雇佣性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 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 2006）02-0062-05

①

①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372027）的阶段成果。

②em ployability 是 em ployable 的名词形式，不能简单地翻译为“ 就业能力”，而应该翻译为“ 可雇佣性”。参见：谢晋宇，宋国学.

论离校学生的可雇佣性与可雇佣性技能［ 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85-92.

作者简介：宋国学（ 1971-），安徽安庆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谢晋宇（ 1962-），四川乐山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雇佣性(em ployability)②是一个涉及到大学生

就业的核心概念。可雇佣性为从学生角色向工作

员工角色的转换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既影响到学

生能否就业（ 获取岗位），也影响到学生能否成功

就业（ 符合社会期望或个人期望）。因此，提升学生

的可雇佣性已经成为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

但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学生可雇佣性在现实中

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强调可雇佣性的教育与现

有大学体系的不匹配。学校往往更重视考察学生

成绩，这更多是通过高标准的读写和数字能力来

促进和提高，而不是通过设计与可雇佣性匹配的

课程来促进和提高。教师职称晋升的重点依据也

主要在于研究成果和质量。因此，现实情形是，高

等教育机构虽然很重视提高学生的可雇佣性，但

是，实际上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发展模式。往

往只是在学生临近离校时，进行几次就业相关的

讲座或者培训。从该意义上可以说，高等院校还仅

仅从理论层面关注学生可雇佣性的提升，没有系

统思考最佳的实践模式。

可雇佣性教育模式的提出在理论研究上为最

佳实践模式的探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些模式

各有千秋，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不

足之处，在应用过程中还需要结合一些具体情况

进行延伸和拓展才能为最佳实践模式奠定最基本

的前提。

一、可雇佣性教育模式的理论述评

可雇佣性教育模式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可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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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 arvey,L.,Locke,W .,M orey,A .,Enhancing em -

ployability, recognizing diversity: m aking link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orld ofwork [D B/O L].http://www.U niversi-

tiedU K .A c.U k/enployabiolity.2003/2004-09.

性教育的重点内容，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或者学校

具有指导意义。例如输入－输出模式高度概括了

学校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对中等或高等技能和技

术专业学生的可雇佣性提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H arvey 和 Locke 开发模式强调不同学科的可雇佣

性应该是不同的，不能等量齐观，有的学科或专业

的可雇佣性更容易培养，这一模式应该更适合一

般高等院校；体验学习模式则强调学生是可雇佣

性提升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动性，他们的可雇佣性才会有根本的提升；高

等教育作用模式则充分认识到了政府和公共政策

在可雇佣性开发中的控制作用；全面开发模式则

全面地总结了可雇佣性开发中不同主体的作用，

强调这些主体之间应该通过有效地协调来实现可

雇佣性的提升。

（ 一）输入－输出模式

输入－输出模式又被称为魔术子弹(m agic bul-

let)，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的成功应聘有直接

联系，并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可雇佣性的教育绩效

的指标。该模式表明高等教育机构给学生的可雇

佣性提供教育机会（ 输入），促进了学生可雇佣性

的提高，从而为就业提供了准备。[1]

实际上该模式中的可雇佣性是作为输出的结

果形式出现的，可雇佣性是输入－转换－输出过

程的产品。从该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机构相当于制

造可雇佣性的组织，此时可以基于生产运作管理

角度看待可雇佣性的开发，而保证该运作模式的

有效性则离不开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全面

质量管理活动。该模式隐含的意思是高等教育机

构是影响或提升离校学生可雇佣性的惟一因素。

但必须指出的是高等教育机构仅仅是影响学生就

业及可雇佣性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 尽管是

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还“ 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学

生个人因素”。[2]高等教育机构能给学生提供专业

知识的学习机会或者会对学生某些技能和经验的

获取做出贡献，但学生也可以从其他生活经历（ 如

兼职工作和志愿工作）中获取一些相应的知识、技

术和经验，而这些也为可雇佣性的提升提供了很

好的前提。

（ 二）H arvey 和 Locke 的模式

H arvey 和 Locke 的教育模式（ 见图 1）将学生

特征开发(attribute developm ent)和获取合适岗位联

系在一起，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生

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能力，以利于学生的终身发

展。学生必须选择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可雇佣性

开发机会，而可雇佣性开发机会一定程度上受到

学生的专业领域的影响（ 比如一些与实践结合紧

密的课程比其它课程更能促进可雇佣性）。[3] 可雇

佣性开发需要注重三个方面，即：可雇佣性属性

（ em ployability attribute）的开发、自我晋升和职业生

涯管理技能的开发、愿意学习和思考学习。可雇佣

性的开发受到三个核心过程的影响，即：鼓励开发

的教学过程、学生的自我反思过程、经验和能力的

结合过程。[4]雇主的招聘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部分，

雇主的招聘和认可以及外部因素（ 如劳动力市场

状况等）直接影响了离校学生的就业岗位的获取，

也即可雇佣性的展示。

该模式比魔术炮弹模式更实际，指出了可雇

佣性教育内容是什么（ 如重点内容）和如何进行可

雇佣性的开发教育（ 如核心过程）。既考虑到了高

等教育机构在学生可雇佣性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 尤其是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对于可雇佣

性开发的重要性），也认识到高等教育机构以外的

因素（ 尤其是雇主的认可和外部因素）对于可雇佣

性展现有直接的影响，或者提供了可雇佣性展现

图 1.H arvey 和 M orey 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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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在可雇佣性教育过程中既考虑了学生个

人，又结合了高等教育机构和雇主，表明了可雇佣

性的教育以及就业岗位的获取过程中个人、高等

教育机构和雇主三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三）体验学习模式

体验学习模式认为关键技能、自我意识、自信

是可雇佣性开发的中心，需要通过关键技能、职业

生涯选择、岗位寻求和工作体验以及其他方面来

开发学生的可雇佣性。[5]它还注重高等教育机构交

付可雇佣性和工作相关课程的战略，强调授权学

生自己控制职业生涯的方向和进行个人开发，比

如设立目标、追求体验并设立体验目标、进行工作

体验对相关活动的情况进行记录、思考以便总结

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而这些又可以反馈到目标

制定过程中，如果目标不合适则需要设立新目标。

无论前阶段情况如何都为可雇佣性技能的审查提

供了很好的资料，也使得学生了解自己是否具备

求职、获取岗位的能力，是否需要进一步地学习以

提高可雇佣性。

该模式比较注重在校生提升自己的可雇佣性

而进行的体验学习，从连续过程角度开发可雇佣

性，注重了学生的主体控制作用，明确了高等教育

机构在交付学生可雇佣性方面的战略地位，但它

忽略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于就业岗位获取的影响。

（ 四）高等教育作用模式

斯图尔特（ Stewart）和诺尔斯（ K nowles）的职业

生涯开发中高等教育作用模式将可转化的技能和

品质作为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的核心，并认为

这些意识促使个人进行职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同时高等教育又促进自我意识和机会意识（ oppor-

tunity awareness）以及自我意识和机会意识的匹配

（ 如课程在促进个人对可转化技能和特性的认识

以及对相关劳动力市场趋势的认识方面有很好作

用），最终导致更有效的职业生涯开发决策。[6]

该模式将高等教育、可雇佣性技能和成功的

职业生涯开发相联系。从而明确了高等教育的课

程对于可雇佣性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和工作经历

对于学生可雇佣性的开发和提升提供了前提和基

础。该模式也指出了外部因素对于可雇佣性发挥

作用的重要影响。

（ 五）全面开发模式

可雇佣性的全面开发模式 (holistic develop-

m ent)（ 见图 2）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可雇佣性的活

动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包括：（ 1）提供集中

化支持(centralsupport)。主要包括：职业生涯管理

和职业生涯服务，与相关部门的合作等等目标性

强、范围广的活动。（ 2）使可雇佣性特征开发(at-

tribute developm ent)嵌入学习计划。主要包括：嵌入

式课程，管理 /虚拟学习环境等等。（ 3）提高工作体

验的机会。主要包括：学习计划内的有组织的工作

体验，学习计划外的有组织的工作体验，学习计划

内 的 特 别 工 作 经 验 等 等 。（ 4） 应 用 进 步 文 档

(progress files)。以此促进对工作体验、可雇佣性特

征开发以及学术能力的思考和记录。

与前面模式相同的是，该模式注重了可雇佣

性开发的三个焦点：可雇佣性特征（ em ployability

attribute developm ent）的开发、自我晋升和职业生

涯管理技术的开发、自愿学习和思考学习。只不过

以前模式的可雇佣性教育倾向于使用专家贴附式

课程（ bolt-on courses）或使得教育隐含在课程计划

中，而可雇佣性的全面开发模式则强调各个不同

领域的更全面方式。

五种可雇佣性教育模式比较明确地强调了在

可雇佣性的教育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的主体地

位。这很好地描述了高等教育中可雇佣性教育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模式的提出也给可雇佣性

教育指明了很好的方向，即需要将可雇佣性整合

入课程中去，而不能仅仅进行孤立的教育。

人们研究可雇佣性和可雇佣性教育更多是基

资料来源：H arvey,L.,Locke,W .,M orey,A .,Enhancing em -

ployability, recognizing diversity: m aking link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orld ofwork [D B/O L].http://www.U niversi-

tiedU K .A c.U k/enployabiolity.2003/2004-09.

图 2.可雇佣性的全面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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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转换角色角度。可雇佣性

及可雇佣性教育研究将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已

经工作的学生区分开来。这些模式都可以称为学

生可雇佣性的教育模式。其实可雇佣性教育的研

究不应该仅仅是关注应届毕业生，也应该关注教

育现实工作者，这时候雇主在可雇佣性教育中的

重要作用和主体性地位才可能得到突出。

二、可雇佣性教育模式的实践应用

可雇佣性教育模式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提升学

生的可雇佣性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

应用可雇佣性教育模式指导现实工作时需要关注

某些重要方面，而这些方面在理论模式中没有足

够重视或者仅仅是引起了某些模式的重视。

（ 一）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国际视角来看，可雇佣性的教育主体研究侧

重于高等教育视角。但是忽视了可雇佣性的直接受

益方和拥有者———学生。学生是可雇佣性的载体，

但在可雇佣性教育中却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尽管

可雇佣性的教育模式也注重到学生的参与和投入

以及学生的体验对于可雇佣性提升的重要性，或者

甚至有研究考虑到了学生对于可雇佣性的认知，比

较有代表性如由欧洲委员会资助的布伦南（ Bren-

nan）等对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学生最受重视的十

项可雇佣性技能进行的研究，[7] 但是这些认知因素

在可雇佣性教育中受到重视的程度却不够。

在可雇佣性教育中如果没有满足学生个人的

需求或没有引导学生个人需求的教育可能也是难

有成效的。因此，学生在可雇佣性教育中的主体地

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需要注重之处。比如可以

鼓励学生进行可雇佣性方面的自我学习（ 尤其是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条件进行的自我学习） 和自我

开发，这也是提升可雇佣性的比较重要的方式。这

与英国的 Q A A（ Q uality A ssurance A gency forEdu-

cation）“ 鼓励学生提升可雇佣性时进行个人开发计

划（ PersonalD evelopm entPlans，PD P）”[8]是一致的。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等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

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可以自主决定

学习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将某些学习内

容舍弃，或者对某些学习内容进行重点深入。这将

加强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特殊需求的适应性。而不

是所有学生学习一致的内容。

（ 二）将可雇佣性设计到课程体系中

将可雇佣性教育设计到课程体系中是保证可

雇佣性开发的主要途径。H arvey 及 Locke 模式和可

雇佣性的全面开发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的作用模式

明确提出了课程设计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

模式均强调不同专业领域课程设计的重点有差异。

在课程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可雇佣性技

能教学是嵌入式（ be em bedded）还是贴附式（ bolt-

on），如可雇佣性技能的教育应该是隐含在课程中

还是独立于课程之外。这也是可雇佣性教育讨论的

核心问题之一。可雇佣性教育的全面模式重视的是

课程的全面化，有综合嵌入式和贴附式两种，而其

他模式更多是注重于贴附式课程。

许多研究表明，“ 可雇佣性教育应该整合入课

程中，否则就业能力是琐碎的，不完整的”。[9]“ 当可

雇佣性整合入课程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10]并

且“ 通过将可雇佣性技能嵌入课程将会给予这些技

术与知识同样的地位，促使教师传授”。[11]实际上这

也强调了若要提高可雇佣性学习和学习迁移的可

能性，则在实际学习和教育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项

目设计是将可雇佣性技能的各方面整合入课程的

教学中。这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并且这也没有

否定一般课程教育的重要性，只是两者的有机结

合。固然，可雇佣性整合入课程需要有比较合理的

考虑。比如在设计可雇佣性教育项目时需要克服

“ 可能有的四个共同错误：课程计划合理，但却开始

于目的和学习结果的陈述；完全以新换旧的焦土式

变革；快速变革；纸上谈兵（ 没有变革的变革）”。[12]

（ 三）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可雇佣性

体验学习模式、H arvey 和 Locke 的模式以及高

等教育模式强调学生自己的经验、经历和参与对

可雇佣性的开发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的实践活

动（ 比如兼职、实习等）对于开发可雇佣性是必要

的。将可雇佣性转化到实际工作中本身就是学习

过程，而实践活动实际上是将可雇佣性的理论学

习和实际操作很好结合起来，也是在实践活动中

的锻炼和学习过程。根据培训转化的近转化理论

或同因素理论，在学习者所从事的工作与学习期

间所学内容相近或相同时，学习成果的转化程度

最大化，因此能否达到最大限度的转化取决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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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其他学习环境等特点与工作环境的相似性。

如果可雇佣性开发、教育情境与工作地紧密相似，

或者说学习情境就是工作地，那么可雇佣性的转

化更可能有效。学生的实践体验就为可雇佣性的

近转化提供了机会，为岗位的获取提供了很好的

前提和基础。

（ 四）促进用人单位对可雇佣性教育的认可

这关系到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的可雇佣性能否

得以很好发挥和体现。只有得到了组织或雇主在

招聘和选择过程中的认可，才能使离校学生的岗

位获取成为现实。H arvey 和 Locke 模式受高等教

育的作用模式比较好地考虑了这一方面。组织认

可对于岗位获取的重要影响也显示了组织主体地

位的重要性。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个人在可雇佣

性提升和开发中只有满足社会需求才是理想的。

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往往是高等教育

机构的教育提供和雇主需求之间不完全一致，“ 高

校和企业在可雇佣性方面往往缺乏共同语言”，[13]

“ 高校假定教育中的可雇佣性与就业中的可雇佣

性具有相同含义”，[14]而没有考虑到需求方。因此，

也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持有现代市场营销观

念，比如将可雇佣性作为产品的输入－输出模式

的质量标准是否得到顾客的认可，是否满足顾客

的需求等等。

（ 五）重视外部因素的作用

H arvey 和 Locke 模式以及高等教育模式体现

了外部经济、政治等因素对就业大环境和可雇佣

性培养提升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可雇佣性这一

概念解释中的另一维度，即“ 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

关的相对维度”。[15]可雇佣性的展示与整个劳动力

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状况，甚至与社会政治经济发

展是密不可分的。组织认可和外部因素是社会环

境因素中的重要方面，从该角度关注可雇佣性开

发实际上也是职业生涯开发研究中的社会学和心

理学视角结合的一种更全面的研究，也即需要从

社会环境因素关注职业生涯开发。

从可雇佣性产品的角度来看，结合了高等教

育机构、组织认可和其他环境因素实际上也为产

品质量的保证提供了依据，即满足顾客（ 组织）和

其他方（ 如高等教育机构、经济政治等）的需求。从

营销学角度这是社会营销观念的体现，从品质管

理角度这与国际标准中的质量定义是相符的。

高等教育机构在进行可雇佣性教育时应该结

合宏观环境状况，合理地进行课程设计，考虑组织

的认可度，并给学生提供适当的实践机会。

三、结束语

可雇佣性的教育模式是对现实的抽象概括，

是对某些真实就业教育事件的简化表征。要提高

这些模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

关注一些具体方面。这样一方面有助于理论与实

际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论的不断完善。

我国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形成了 200 多个专

业，这些专业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职业为

基础来设计的。这包括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相关

专业（ 例如律师、医生、教师的培养，艺术和体育人

才的培养等），也有新兴职业的培养加入到这种类

型中（ 例如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型专业）。这类专

业的教育面向的岗位专业性较强，如果没有接受

过专门的教育，则是比较难以进入的。对于该类专

业学生来说，在教育中应该强调的是专业性较强

的可雇佣性。另一类则是以学科为基础来设计的，

典型的例如文学、历史和哲学专业。这些专业人才

的培养有比较宽的适应性，但是其可雇佣性培养

的难度就比较高，所以，在教育中只能强调一般性

的可雇佣性，而不存在专业性的可雇佣性。因此，

在倡导可雇佣性培养的过程中，应该有所区别。对

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应该注意在课程中嵌入职

业能力的培养，这也具备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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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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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 ployability education m odels include input-output m odel, H arvey and Locke’s

developm entm odel,experience learning m odel,highereducation in careerdevelopm ent,holistic developm ent,and

so on.They allfocus on schoolleavers and can be called as em ployability developm entm odels for schoolleavers.

A s the paper suggests,when putting these m odels into practice,we should extend and expand the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such as m acro environm ent,organizational requirem ent,curriculum design and provision of

work experience opportunity for schoolleavers.In the m eantim e,itis essentialto relate itto nationalculture,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subjects in the design of em ployability education project. A ll of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 forthe bestpracticalm 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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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eacher can be regarded as 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 ent.Professionalidentity is m ulti-dim ensional,com plex and dynam ic process.Selfand reflection are the

essentialelem ents for professionalidentity.Through self-reflection,teachers relate their experiences,knowledge

and feelings to the expectation ofthe society and form theirself-im ages a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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