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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长期未就业的群体，并
非没有工作能力，而是缺少工作目标
与方向。”朱江惠在接触了一些社区
未就业群体后发现，缺少明确的职业
发展方向几乎是一项“通病”。

她以接触过的社区启航青年举
例说，他们自学校毕业后，一方面对
自身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又
不清楚哪些岗位适合自己。拖延、待
就业就成为部分青年的选择。

目标指引，实践铺路。朱江惠介
绍说，在职业指导阶段，专业指导师
通常先带领咨询人“认识自己”。通
过职业测评或认知引导，确定工作目
标。当他们开拓了职场思维，求职的
自信心也能相应提升。

不过她也表示，职业发展方向并
不是在初入职场时就可完全明晰。她
以自身职业发展道路为例。2004年
从学校毕业后，她从事了与专业相关

的印刷行业，并在两年后协助培训相
关职业标准认定工作。机缘巧合，
2007年她所在的部门“转型”从事职业
训练的工作。随着对职业性格测评、
职场心理探究、就业指导进行深入了
解后，她对这一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职业指导一方面从助人中获得
成就感，另一方面还激发了我的认知
兴趣。”朱江惠发现，职业指导远比记
忆印刷工序与配色流程更能让她提
起兴趣，便“认定”了职业指导这一工
作方向。

2008年她考取职业培训师二级
资格证、2009年在杨浦区实践“就业
训练工厂”、“锁定”35岁以下离校未
就业青年在浦东新区开展青年职业训
练班……通过一步步的探索实践，朱
江惠越来越想做好这份职业指导工
作，“你看，我自己就是通过实践找到
职业兴趣和发展方向的典型案例。”

参与10年职业指导 每年服务影响700余学员

朱江惠：职业指导创新之路在延伸
“如果有一张地图，让你

在寻找职业目的地的路上会
更‘有谱’。”一个周四的下
午，“乐业上海”就业服务专
家志愿团成员、上海巴伐利
亚职业培训咨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朱江惠在就业沙龙
上，为社区的求职青年分享
她“绘制人生地图”的经验。
从事职业指导10年来，朱江
惠将每年指导700余位学员
的经验与理论结合，以沙龙
与咨询的形式为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解答职场困惑。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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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江惠观察到，身边不少失业青
年都更倾向于选择公司人事、前台等
行政类岗位，而有此求职意愿的待业
人群，被问到该岗位究竟需要做什么
具体内容时，却少有人回答得出。

俗话说实践出真知。朱江惠了
解到德国总公司有一项运营较为
成熟的“商务模拟公司”。模拟的
内容是将公司中物流、销售、行政、
财务、技术等部门的工作真实还
原。学员化身为员工，通过每天

“朝九晚五”在培训点“上班”，感受
职场环境。

2016年5月，朱江惠和同事将这
一成熟的职业训练方式引入国内并
在杨浦区“落地”。商务模拟公司能
为失业人群带来什么？朱江惠介绍
说，在循序渐进的就业模拟过程中，
未就业群体能强化岗位认知，并能提
高自身的职场素质。

长期未就业群体通过进入商务
模拟公司里“工作”，体验文职类岗
位。学员不是自顾自“过家家”，而是

“实打实”操作。进入模拟公司后，学
员们按个人能力和诉求选择财务、人
事等岗位。每位青年都会参与其中
进行日常运营维护工作。朱江惠介
绍说，在几近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
习、了解，再进入实际工作环境中，可
以减少学员们的“脱节”现象。她以
游泳举例解释说，“社会就像大海，我
们做的训练营如同游泳池，指导长期

未就业的学员们在3个月时间里，在
游泳池中掌握游泳技能，让他们最终
能到大海中畅游。”

经过培训，在职场“海洋”畅游
的学员越来越多。杨浦区的小王就
是其中一位。三年时间，他从制造
业操作工摸爬滚打成为公司的销售
经理。小王的职场“升级”之路可谓
令不少人艳羡。但很少有人知道，
小王在2013年进入工作岗位前，是
一位没有工作目标的待业青年。在
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的推荐下，当
时的小王以杨浦区就业训练工厂第
一批学员的身份，发现并培养起了
个人职业兴趣。经过3个月关于简
历、面试技巧的集训后，小王在一家
制造业公司稳定就业。在工作一段
时间后，他“发掘”出了个人销售能
力，一步步转型成为了公司的销售
经理。

朱江惠介绍说，和小王一样顺利
走入岗位的学员还有很多。杨浦区
每年有363位待就业人员进入就业
训练工厂提升职场软、硬技能。就业
训练工厂模式近年已推广到浦东新
区、徐汇区、黄浦区等五个区就业促
进中心。今年，朱江惠和同事们一起
总结以往职业指导经验，创新加入了

“工业4.0”职场培训内容，申请到上
海市首批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
营。在她看来，职业指导创新之路还
将继续延伸。

2016年，接触青年就业辅导工
作近十年的朱江惠与全市其他志同
道合的就业服务伙伴一道，成为了

“乐业上海”就业服务专家志愿团成
员。“我们的目标是将失业青年的焦
虑转化为正能量。”当被问及日常就
业服务做什么工作时，朱江惠如是回
答。一年时间里，朱江惠主讲了10
场沙龙活动。通过绘制人生地图的
方式，引导更多青年熟悉自己在各个
人生阶段该如何制定清晰的规划。

每周二和周四，朱江惠还将她所
在公司的会议室提供给杨浦区就业
服务专家与73位启航导师们举办活
动。2017年开始，专家们与启航导
师每月都要进行15-20场职业服务
活动。包括销售技巧、面试技巧、岗
位认知、人生地图等在内的内容都是
职业分享时的主题。

职业指导需要“链式服务”。从
事了10年职业分享和指导的朱江惠
发现，认知、指导、实践、反馈等环节，
都离不开职业指导的帮助。学员在

串珠成“链”的过程中，能更加熟悉掌
握职场规律。

在青年就业方面，她觉得青年就
业需要在教育上给予更多关注。她注
意到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参与到

“职业体验”的过程中，“这样的教育更
不失为‘前端铺垫’。小学生对事物的
看法虽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在基础
教育中，通过体验医生、酒店管理、木
工的工作，增加职业代入感，从而加深
他们对工匠精神与未来岗位的理解。
可见在人才培养中，基础教育中的前
端培养不可缺少。”除此之外，朱江惠
建议青年们要勇于尝试，在“大就业”
观念下找寻、拓展新的岗位诉求。

随着新兴业态的发展，职业训练
也进入“升级”阶段。“比如，我们职业
指导人员需要时刻学习。”朱江惠举
例说，学员想从事职业电竞玩家岗
位，职业指导师们必须“前置一步”，
实地走访有关企业、接触新兴行业，
了解岗位需求与就业情况，才能在今
后更准确地提供指导帮助。

青年就业前职业发展方向难寻？

自我认知与岗位探索双结合

就业服务专家做什么？

“问题导向”解决待就业困扰

面对青年人如何提供具象服务？

实践出真知 模拟职场环境

上海市就业服务专家志愿团欢迎“新血液”

朱江惠在就业沙龙上，为社区的求职青年分享她“绘制人生地图”的经验。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