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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职业规划教育能够化解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疑难和困惑，激发大学生的求职动

力，促进大学生精准就业。利用互联网技术，采取建立微平台、微课程体系等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

与大学生职业规划进行深度融合，拓宽大学生职业规划路径，弥补传统职业规划的不足，促使大学生

根据自己的个性特质来选择合适的职业。在助推大学生精准化就业的过程中，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质

量，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创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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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来讲，“互联网+”是指“互联网+”各

个传统行业，但不是两者的随便相“+”，而是“利

用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

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1]。“互联网+”

的“+”，不但是技术上的有效相“+”，而且也是

思维、理念上的深度叠“+”，其本质是“互联    

网+”创新。2015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

行动计划，自此后“互联网+”已经与各行各业

相互融合，并且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因此“互

联网+”不只是为大众创业提供环境，更重要的

是为万众创新提供了新的引擎和抓手。 

    在此背景下，在管理与服务模式上通过“互

联网+”实现创新，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当

代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网络原住民”，利用网络

技术手段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有助于提高

学生就业的精准性。当前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合

适的工作，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普遍缺乏职业规

划意识，而传统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没有达到相应

的效果。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但又频繁跳槽已

成为不争的事实。很多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投递

简历都很盲目，“没有太多考虑”就“跟着感觉

走”地选择了第一份工作。他们其实并不清楚自

己究竟适合什么职业，又能干什么工作。当前大

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而以上状况并没有明显

好转。因此，利用大学生乐于接受的网络技术手

段，创新职业规划教育方法，有助于实现大学生

自我探索精准、就业信息识别精准、职业选择精

准等，助推大学生就业精准化，同时，也有助于

开拓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新途径，提高大学生

就业质量。 

    一、“互联网+”职业规划教育对大学生就

业的意义 

    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面对严

峻的就业形势，没有及早进行自己的职业规划，

到毕业之际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知道自

己适合做什么，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学了什么，面

对自己的成绩单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面对这一

难题，政府和高校都采取了积极的就业举措，帮

助大学生解决就业问题。“互联网+”职业规划教

育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学生职业规划的

创新之举，在帮助大学生就业的过程中发挥了较

好的作用。 

    (一) 引导大学生增强职业规划意识 

    大学生职业规划意识与就业关系密切，具有

良好的职业规划意识是合理进行自我职业规划，

选择合适职业的前提和基础。大学毕业生找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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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后又频繁跳槽的现象暴露了大学生职业规划

意识的严重缺失。创新职业规划方法，引导大学

生树立良好的职业规划意识很有必要。“互联  

网+”职业规划教育以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引

导大学生解决自身对就业的迷惑和困难，激发他

们对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职业规划意

识。意识有自觉、目的和能动等特点，利用网络

技术和职业规划知识，可以引导学生增强职业规

划的自觉性、目的性和能动性。第一，自觉性。

由于网络学习时间灵活，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摆脱课堂就业指导理论学习的枯燥，

带着问题和困惑选择自己喜欢和学习效率较高

的时间和空间去学习相关职业规划知识，指导老

师也能在网上随时为其解答相关问题。随着问题

的一一解决，久而久之微信等各种形式的在线学

习小组就会受到同学们的青睐，从这些良好的学

习状态当中学生可以提升职业规划的自觉性。第

二，目的性。网络学习具有便捷性特点，利用好

这些特点而且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

较大的收益，这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其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主动利用网络上基于

职业规划的测评系统，很清晰地了解自身的相关

特质与职业发展的关系，增强职业规划的目的

性。第三，能动性。在网络上学生可以利用一些

碎片化的时间，在网络平台上互动、讨论、交流

职业规划的相关内容，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

氛围。有共同兴趣爱好又有职业困惑的学生聚集

在一起，线上线下抱团学习，能提高学生的职业

规划能动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处于困惑和

迷茫中的学生利用新的方式和方法，在职业规划

学习中认识到职业规划对就业的重要性，会逐步

增强职业规划意识。 

    (二) 引导大学生确立职业目标 

    确立职业目标是职业规划的关键环节，自我

和职业是职业规划探索的核心内容，而自我和职

业的复杂性是探索的难点，对自我和职业的精准

探索有利于职业目标的确立。首先，每一个“我”

都有独特的价值观、独立的人格、鲜明的个性、

特别的兴趣、无可取代的技能，对这些内容的探

索不仅要全面，还要精准。传统的职业规划方法

和手段对自我和职业两方面的探索明显缺乏全

面性和精准性。只有“互联网+”传统职业规划

内容，才更有益于职业规划中优势的发挥，劣势

的避免，人与职业的匹配度才能更高，这都是职

业目标确立的基础。比如在“互联网+”模式下，

职业规划测试工具呈现多样性。一般情况下，自

我探索环节都需要相关测试工具来对个体性格、

兴趣等特征进行测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测试工具也在不断更新和升级。学生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一套或多套测试工具进行测试，

然后再具体分析，提高探索的准确性。准确把握

这些信息，就有助于职业目标的确立。 

    其次，现代职业一般都具有自身的岗位、区

域、行业等专属性特点。而且在信息化时代，夕

阳产业和朝阳产业更新迭代迅速。在此背景下，

对职业发展前景和行业现状的精准了解有助于

大学生确定职业目标，而“互联网+”职业规划

应该可以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个体职业信

息做出准确的探索。“互联网+”职业规划对个体

和职业信息探索的时效性较强。在自我探索和职

业探索两个环节中，有些特质因素会发生变化，

比如个体兴趣会随时间、成长经历等因素发生变

化，而一些职业信息变化概率更大。学生准确及

时地把握好这些信息的变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十分有帮助。“互联网+”职业规划利用网络技术

手段更便于学生快捷及时地把相关信息录入信

息库进行比对分析，能够快速找到职业规划所需

的准确信息，职业目标也就更容易确定。 

    再次，对大学生进行“互联网+”职业规划

教育，可以让大学生及早进行职业规划，分阶段

制定好大学四年的奋斗目标，到了毕业季确立职

业目标就更有把握。比如：大学一年级完成自我

认知及对专业的初步了解；大学二年级在全面把

握信息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专业和职业发展方

向，做出初步的职业选择；大学三年级评估与整

理现有的规划成果，调整学习目标和规划决策；

大学四年级调整好状态积极求职并不断调整。确

定了目标就会有方向感，保持积极的态度不断努

力，最终确定职业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三) 帮助大学生做出合适的职业选择 

    一般情况下，一份适合于自己的职业与自身

兴趣、能力、价值的联系很大。也就是说，做一

份工作首先自己要喜欢，其次还要有能力做好这

份工作，同时也还要认同这份工作带来的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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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要想做出适合于自己的职业选择，在职业

规划中一定要对这三个要素进行认真测试和分

析。传统的职业规划方法耗时、费力，效果不明

显。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一些职业测试工具，比

如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职业锚测试、一般能力

倾向测验(GATB)等，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帮助很

大。一些测试工具有“‘互联网+’大数据+智能

匹配”的应用程序，会针对测试结果提出一些可

行建议。利用这些工具得出的测试结果大都可以

作为职业选择的参考指南，即使不能把它当作指

导自己职业规划发展方向的结论性答案，但是针

对这些测试结果，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认

真分析，找出其中的不足，再制定出可行的整改

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善，最后结合职

业信息库中搜集到的就业信息做出适合于自己

的职业选择。 

    二、“互联网+”职业规划教育对大学生精准

就业的助推作用 

    “现阶段，为充分发挥互联网独特优势，党

中央通过推行‘互联网+’重要概念推动了国内

互联网行业发展，促使各领域与互联网进行深度

融合，最大限度地激发网络空间功效，实现产业

创新与行业突破，进而使得就业市场得到扩充，

为大学生提供了诸多新型职业选择”[2]。“互联  

网+”在全社会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说明

“互联网+”与大学生职业规划相互融合也大有

可为。而传统的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基本上都是

在课堂上开展，没有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完全融

入其中。鉴于职业规划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和当前

大学生群体个性鲜明、思维活跃等特点，如何实

现“互联网+”和职业规划的有机融合就变得很

有必要。在笔者长期的教学和就业工作实践经验

中，以下几种途径值得推荐。 

    (一) 以兴趣为导向创建微平台 

    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也是职业规划课程体

系中自我探索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大学

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对自我兴趣爱好的探索相

对欠缺，在传统职业规划指导下进行的自我兴趣

等特质的探索，并没有引起大学生的重视。因此，

在职业规划教育过程中应该引导大学生以兴趣

为导向，创建微信群、QQ 群、校园 BBS 网络论

坛等，为学生进行自我探索，提高职业规划学习

能力搭建平台。在班级管理中可以以兴趣爱好为

导向，按照将来的发展方向分别建立相应的微平

台，比如考研群、专业技术发展群、非专业技术

发展群、创业群等。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充分发

挥这些网络平台的作用，引导他们对自我、职业

等进行自由的讨论和交流；也可以邀请在职业规

划和就业创业方面比较优秀的往届同学，在相应

微平台举行沙龙活动，分享成功经验和讲解及早

进行职业规划的重要性；还可以在微平台上分享

一些职业规划、职业测评工具，如职业天空网站、

MBTI 职业性格测试等。职业规划课老师则需全

程关注这些平台的应用状况，及时捕获每一位学

生的个体特质，再分别为他们答疑解惑，唤醒学

生职业规划的意识，增强学生求职的信心和   

力量。 

    (二) 以人职匹配为原则建立网络课程体系 

    人职匹配是职业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学生

在进行职业决策时，一定要依据自己的特质来选

择与之相对应的职业，进行适宜的人职匹配。匹

配度的高低与将来工作效率的高低和个人职业

成功率的大小有关。在职业规划过程中，要实现

科学的人职匹配不但需要完备的职业规划体系，

更需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理念推动课程

体系建设”[3]。网络课程是利用网络技术和云数

据建立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其特点是资源存储、

内容聚合以及信息分享。应用职业规划云课程体

系，既能弥补传统职业规划理论课程的不足，又

能调动学生对职业规划理论学习的积极性。 

    在教学实践中应用职业规划云课程体系有

三点好处。第一，能合理使用各种测试工具。职

业规划理论课程涉及多种测试系统，比如 MBTI

职业性格测试、职业锚测试、职业兴趣测试量表

等。在课堂上不会安排很充足的时间去完成这些

测试系统，但是学生可以把在云课程体系中学习

的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在课下使用，其所得数据

和信息都是进行职业规划的重要参考内容。第

二，能更好地把握学习的针对性。职业规划理论

内容丰富，教师在传统课堂上不可能一一进行深

入讲解，但是学生可以在云课程体系里面找到针

对自己特点的理论和方法，把握重点有选择性地

学习，进行相应的规划。第三，能提高学习积极

性。职业规划理论内容丰富且采用大班授课，大



                                                                                           2021 年第 12 卷第 1 期 

 

110 

 

学生思维活跃、喜欢新鲜事物，传统的理论课堂

难以提起其学习兴趣。而云课程体系是学生乐于

接受的网络学习方式，可以突破传统课堂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学生选择在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时

间地点进行学习，这就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职业规划云课程体系需要每一位

学生注册账号使用密码才能进入系统进行学习，

教师在系统里面可以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及时进行指导，实现课上课下师生互动、生

生互动，激发学生对职业规划的学习动力。 

    (三) 以信息互通为目的建立网上职业信息库 

    职业信息库是大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求

职意向，在网上建立的包含各类职业与行业信息

内容的资料库。而且这些职业信息库还具有根据

个体情况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职业分析的功能。其

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我探索信息。主要

包括职业价值观、兴趣、性格、经验、能力等。

这些信息一旦经过测评得出结果，一般可变性不

大，但对具体内容自身一定要认知清晰。第二，

职业探索信息。结合个人特质应该对自己所向往

的职业，在界定与分类、岗位内容与职业要求、

待遇状况与优异者特质、职业前景等方面能够及

时检索到相关信息。第三，求职信息。当前，互

联网是许多大学生了解和搜集职业信息的主要

平台。求职招聘广告是网上海量职业信息的主要

呈现形式，这种方式往往会淡化许多重要的职业

信息，导致大学生了解职业信息片面化的状况。

因此搜集到的职业信息应该建立一个以行业与

岗位为主干的目录结构，以便取得及时、真实的

职业信息。  

    三、“互联网+”职业规划教育助推大学生精

准就业的成效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

用人单位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大学生又埋

怨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调查研究表明，其根源在

于部分大学生就业意识不强、就业信息搜集渠道

不广泛、就业选择盲目性大。针对这些问题，“互

联网+”职业规划教育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

大学生就业个性化、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下，就业

指导老师应围绕职业价值观、兴趣、能力等制定

符合大学生特点的精准指导方案和教学方案，采

取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与方法，通过不断努

力，帮助他们提高人职匹配度，掌握职业信息搜

集方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实现高质量就业。

根据笔者长期教学经验和查阅相关资料，“互联

网+”职业规划教育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在以

下几方面效果明显，展现了大学生精准就业的 

成效。 

    (一) 就业意识显著增强 

    就业意识是指个体对就业活动的认知，主要

包括就业的自我认识、环境认识和自我调控等，

它是个体制订就业计划与进行就业决策从而实

现高质量就业的前提。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良

好的就业意识可以促使大学生及早为就业做准

备。就业意识不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职业规

划意识导致对自我认识和环境认识的模糊，并由

此产生了求职的胆怯心理。在全社会广泛应用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通过实施“互联网+”

职业规划教育，已让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

我与环境的优势和不足，激发其学习探索的动

力，为就业积极行动起来。《智联招聘 2019 年大

学生求职指南》显示，2019 届毕业生比 2018 届

毕业生在就业难度感知方面略有上升，求职关注

时间有所提前，求职态度更加积极主动，从大二

和大三开始关注求职的学生比例有所提升；据本

次调研数据，2019 届毕业生中，有 55.18%的毕

业生接受过与择业相关的培训或课程。课程内容

主要集中在简历制作、面试经验、职场礼仪、心

态调整、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其中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占比 82.57%，居各类培训课程第一位。这

不但是大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结果，更是利用互

联网技术手段对自我、职业等认知明晰的结果。

而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 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

也显示，疫情期间，“无接触”招聘方式代替线

下场景成为主流，并持续至今。说明在“互联   

网+”职业规划教育的影响下，大学生借助“互

联网+”平台的就业意识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 

    (二) 就业对口率有所提升 

    利用“互联网+”进行职业规划的一个初衷

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人职

匹配，找到自己内心所期望的工作岗位。在实际

的求职过程中一部分同学的期望是专业对口，而

另一部分同学的期望并非是专业对口，尤其是有

非专业对口期望的同学则更需要利用好“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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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职业规划模式，获取更加精准的信息，找

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智联招聘 2019 年大学生求

职指南》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2019 届

毕业生当中，求职时选择“海投”行为的人数明

显下降，学生求职目标更加明确。因此，“从所

学专业是否对口来看，2019 年签约对口的毕业生

占比为 66.09%，比去年上升了 5.29 个百分点，

不对口的占比为 33.91%”[4]。选择签约不对口的

学生虽有下降，但仍超过三成，造成专业不对口

的主要原因是受市场对多元化跨界人才需求增

加的影响，这也说明毕业生在面对复杂的市场需

求和就业压力时利用“互联网+”进行职业规划

的重要性。而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 秋季大学生

就业报告》也显示：“职业与专业的匹配度整体

较高，专业对口仍是市场供需匹配的主旋律。”[5] 

    (三) 就业选择趋于理性 

    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尽管

大学生就业选择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但是

在面临具体选择时都会比较理性。从大学生职业

规划中对职业价值观关注状况的方面来看，大学

生在职业选择时“最为重视的三项职业价值观指

标为‘安全稳定’‘利他主义’‘成就满足’，最

低的 3 项为‘多样变化’‘生活方式’‘管理权  

力’”[6]。这些认识是大学生就业选择趋于理性的

内在因素，它主导着大学生做出理性选择的心态

和行动。从职业选择看，2019 届毕业生“在国企

需求人数下降 19%的基础上，投递人数却增加了

5%”[4]。而 2020 届毕业生在经历了疫情后，“工

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的国有企业受到 35.2%的毕

业生的偏爱；民营企业紧随其后，占比 25.9%。

另外，期望进入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国家机关

的大学生占比分别为 16.6%、11.9%和 6.7%”[5]。

而实际上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民企仍

然是招聘毕业生的主力军。也就是说当前大学毕

业生在职业选择的期望与实际有落差的情况下

并没有丧失信心、迷失自我，而是理性地选择了

职业。当然，每年也有少量毕业生持“慢就业”

心态，其原因主要是想回避就业压力，而更重要

的原因是这部分毕业生更倾向于理性就业。如果

不能及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宁可再缓一缓也

不愿付出“入错行”的代价。 

    当代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在他们学习

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融入了互联网因素，这些理

性选择的做出都离不开“互联网+”职业规划教

育。大学生在职业规划当中会不自觉地频繁使用

网络工具，这对他们职业选择时的理性化起到了

有益的促进作用。如果在就业指导老师的指导

下，突破传统职业规划课堂的约束，大力引导其

合理使用网络技术手段，大学生就业选择就会更

加趋于理性化。 

    四、结语 

    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专业性人才，是推动国

家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力

量。而大学生群体职业规划的能力不仅关系着大

学生的就业质量，而且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

发展预期。“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

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7]。“互联  

网+”职业规划是基于万众创新理念，利用互联

网技术手段进行职业规划的新路径。“在‘互联

网+’的背景下，每一个人获取信息的速度、渠

道都在变革。因此，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技

术优势，对大学生实施全程化的职业指导和教

育，是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精细化水平的前

提”[8]。从事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工作者要迎

大学生就业难题而上，顺互联网发展之势而为，

本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和担

当，实实在在帮助大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把大学

生就业质量抓起来，让大学生在精准就业的道路

上强起来，帮助他们在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时迈出

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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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boosts accurate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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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vocational planning education can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and puzzles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seeking employment,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eking employment, and 

promote the accurat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adopting the way that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accept, such as establishing micro-platform and micro-course system, it would deeply 

integrate with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widen the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areer planning, and choosing the suitable occup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accurat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t 

w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inject innovation el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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