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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高校就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指导、信息发布、就业洽谈、管理咨询等职能。平台应

具备数据统计、分析、预测、反馈和决策支持能力，从

而为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同时，

数据应该是可视化的，以便员工更好地了解市场和行业

趋势和变化，并为制定更好的政策提供参考。此外，数

字化信息化管理平台应可根据毕业生就业需求和管理部

门的职能，为员工提供基于信息化的工作流程优化和效

率提高，精准把握毕业生就业状态，快速、准确地为毕

业生提供服务。例如，平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数据分

析和机器学习算法来发现毕业生的职业测量，推荐最合

适的就业岗位。

（六）评价体系的网络化建设与保障

高 校 应 建 立 数 字 化 的 评 价 平 台 ， 以 保 证 毕 业 生 就

业状况的精确性和真实性。这个平台应该包括毕业生的

就业信息管理、网络评价、信息共享、就业数据分析和

就业跟踪等功能，方便高校进行快速、高效、科学的决

策，更好地服务毕业生和社会。数字化评价平台还能协

助高校学生发展，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科相关的就业

信 息 和 指 导 。 这 些 信 息 和 指 导 可 基 于 毕 业 生 的 个 人 信

息，例如专业、学术成绩和社会实践经验等，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建议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就业。

（七）产教融合的个性化预测与管理

高 校 应 促 进 产 业 与 教 育 的 融 合 。 这 可 以 通 过 与 企

业进行紧密合作、提供精准的就业预测和建立个性化的

就业管控来实现。当高校更加了解企业的需求时，他们

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就业培训和实践机会，以满足企

业需求。高校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和模型预测就

业机会，以更加精准的方式面向学生提供就业信息与建

议。

此外，高校也应该倡导学生对自己的就业管理与策

略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实践。高校可以提供更好的预

测和管控工具、提供支持和反馈来鼓励学生，设立奖励

计划让学生参与和受益，并加强沟通与反馈。同时，高

校和企业还可以在技术上进行合作，推广自动化招聘、

自动化面试、自动化筛选等功能，以降低摆脱就业匹配

问题的成本与复杂性。[6]

结　论

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高校就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趋势，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高校就业教育的影

响，并分析了高校就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数字

化转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升就业竞争实力、创新教

学内容、应用数字技术、深入校企合作是高校就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高校就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

中仍然面临课程形式设置不合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教师队伍结构不完善和校企协同合作不紧密等问题。

为 了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 本 文 提 出 了 数 字 化 转 型 视 角

下的高校就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其中包括增设专业

课程、整合数字资源、培训教师队伍、指导学生教育、

建立管理平台、建设评价体系、管理产教融合等路径。

通过这些路径的实施，可以实现高校就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同时也能够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满

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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