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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就业难度，对此，我国虽制定了相关就业政策，有效缓解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压

力。但在此过程中，高校教育中对于学生就业情况的数字化分析及系统化分析仍有所缺失。对此，本文将浅要浅分析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

系统，再探讨系统设计中的相关问题，从而全方位的优化高校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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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面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高校教育与

社会发展的距离。与此同时，时代的发展也为高校教育提供了便捷。

对此，有关人员应当加强对现代化技术的研究，推动高校就业系统

发展，实现真正的社会型教育。就业难度预测系统的研究可为其提

供有效依据，其研究理论建立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选用散发

K-Means 算法进行数据分析，可更好的对就业困难度大的学生进行

分类管理，可更高效率的解决高校教育中的实际问题。 

1 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设计要点分析 

1.1 需求分析能力 

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应当具备需求分析能力。需求分析能

力可从高校学生及企业两个视角进行探讨。从高校学生角度分析，

系统应当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进行统计分类，并可实现个性

化分析，即具备用户输入功能，可较好的实现人机交互。以企业角

度进行分析，系统应当针对行业饱和度做好工作分配工作，从而为

高校学生提供有效的职业指导。例如，部分企业在用人制度上有特

定要求，如要求应聘人员具有实践操作经验。对此，在进行系统设

计时，应当注重信息数据处理的全面性，从而可行之有效的提升高

校就业系统的专业性。 

1.2 就业难度分析能力 

就业难度分析要求系统具备一定的数据对比功能，并收集高校

学生的历史信息，为就业指导老师提供可靠性数据。在进行就业难

度分析时，系统可通过数据分析预测就业难度，从不同方位进行高

校毕业生特征分析，并结合社会实际给出参考性意见。由于高校毕

业生数目较大，因此，在进行就业难度分析应当确保系统运行环境

的有序性。对此，系统应当结合不同时间点、学生数量、学生信息

进行相关分析。与此同时，在创建分析系统时，应当对学生品性进

行客观分析，从而提升就业系统的全面性。 

1.3 系统操作性 

在设计就业难度预测系统设计时，应当确保系统操作性能较

强。在实际应用中，系统服务对象包括系统管理员、就业指导老师

及用户本身。因此，在设计系统界面时，应当确保查询、就业预测

及报表分析功能的完善度。查询功能的设计可帮助就业指导教师及

时发现就业难度高的高校学生，从而可对此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引导

方案，其中应当包括信息静态查询及信息动态检索功能，有利于就

业指导老师全方位的分析学生就业情况[1]。与此同时，为更加直观

的呈现分析结果，系统应当具备报表及数据转化功能，即能将数据

整理成报表的形式，并可将数据转化成不同形式的图形，例如，柱

形图、折线图等。就业预测功能可通过向量机的构建实现，可让用

户快速了解自身及行业信息，制定就业规划。 

2 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组成 
结合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设计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应当具

备数据分析对比、人机交互及信息处理等功能。其系统组成包括评

价指标模块、评分模块、评级模块。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其应用结

构、技术框架及评价系统进行分析。其中，牵涉到的关键技术包括

分层架构模式创建、J2EE 技术及评价权重等等，通过关键技术的

相互配合可实现对高校学生的聚类分析。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组成进行分析。 

第一，分层架构模式。创建意在提升数据之间的互通性。大学

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包括数据层、业务逻辑层、基础设施层及展现

层，通过分层架构可确保信息处理的专业性及高效性。其中数据层

主框架采用 Mybatis，业务逻辑层主要框架采用 Spring，展现层依托

于 Html 技术，在此过程中，为更好的实现系统的报表功能，可采

用 JXSL 框架降低系统的操作难度[2]。 

第二，聚类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的实现以评价权重为基础，

即通过分析学生特征，并以特定指标进行学生就业情况的分析，并

采用合理化的数学方法进行对学生进行评级。在进行聚类分析时，

可通过 K-Means 算法进行评价指标的分析，其原理为两个对象的相

似度随着两者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在此基础上，结合信息增益进

行信息量的分析，从而奠定预测系统的应用基础，并可结合信息增

益进行就业情况的分析，评价不同属性对就业情况的影响。 

第三，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对学生不同特质

的分析，如生源地、专业等。在此过程中，需优化评分系统，评分

系统包括指标分值及得分计算两个模块。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需

要确保系统信息的全局性，从而切实有效的提升大学生就业难度预

测系统的专业性及精确性。 

3 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应用分析 
时代发展，将促使就业难度系统系统面向实用性、精确性及高

效性发展，其实际应用范围也将得以拓展。对此，有关人员应当掌

握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正确的应用方法[3]。大学生就业难度预

测在应用过程中，管理人员应当注重学生信息收集，并通过互联网

技术搜集企业需求及企业发展方向，提升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

分析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应当合理设计相关系统标签，

降低信息检索难度，并丰富系统应用架构，提升系统扩展系统，从

而提升系统反应能力。与此同时，应当优化评价系统，确保系统预

测的专业性及客观性。 

结语 

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的设计可有效优化高校教学系统，并

缓解高校学生的就业压力。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可通过对学生

进行分类管理，可推动社会资源利用合理化发展。在此过程中，有

关人员应当注重社会信息统计，不断优化就业难度预测系统，最大

限度的发挥大学生就业难度预测系统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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