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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技能型学习和大学开设课程与未来就业的紧

密性研究—以英语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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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互联网的触角逐渐向教育领域伸展且日趋完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大学也正将互联网平台上部分网课的学习
纳入学期考核之中，互联网学习的优势渐显，但能意识到网课重要性的大学生人数还尚少，更鲜有人主动利用互联网之便去提高自己
未来的就业竞争力。本文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主要探讨互联网技能型学习对大学课程的优势；“互联网＋”教学模式对就业的影响；两
者结合对大学生未来就业能够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大学生就业的紧密性；进而提出英语专业学生应合理运用互联网学习的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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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包括“慕课”、“微课”等线上学

习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互联网时代，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挥互联网科技在大学
英语课程中的优势，实现线上学习平台搭建，对大学英语课程
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大学生
就业的渠道和就业观。 

1“互联网+”模式下大学课程学习的优势 
1.1 充分利用时间空档，提高学习效率 
时空的随意性让学生们合理安排学习计划，高效地完成多

项任务。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可选择精进爱好，比如学习计算机
编程，操作等技术，有意识的练习口才，提高演讲能力，以及
在网上做周边的旅游攻略等。 

1.2 高校资源共享 
网上课程的公开性，使得非顶尖高校的学生也有机会接触

到顶尖高校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资源，增长学生见识；为大学生
展现更多的学习机会，掌握多项技能。 

1.3 提供线上交流，增长见识，增强创新意识，创建良好的
实践平台 

互联网提供信息交流平台，能够让各年级学生们随时交流，
找到更有效的课程学习方法；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了解不同地
域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知识，使英语专业学生更好的理解西方思
想。设立众创空间，引导学生创新创业。 

1.4 改变了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并保持强烈的
求知欲，影响传统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 

新兴科技的出现，青年总能保持强烈的探索力，老师应放
手课堂，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性，有更多的发言权，同时减轻
教师教学压力。 

2互联网对当代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2.1 明确就业目标，找准定位 
部分数据显示大学生有清晰就业意向的很少，不自觉的会

随波逐流。但互联网上的就业指导课程自成体系，利用大数据
和云计算能更精确的推测出每个学生最适合的职业。 

2.2 互联网人才的需求看中因素，督促学生对自我提高有清
晰认识 

艾瑞网整理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招聘互联网人才看中因
素除了专业技能外，还看中沟通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自
驱力等，这些招聘需求，提醒大学生在就业前不断提高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将自身打造成复合型人才，获得更多的青睐。 

2.3 大学生的就业观呈现多元化 
国家政策的导向，使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开始从中外合资企

业转到中小型企业。近年来，因公务员考试难度加大，岗位薪
资不高，考取率逐年降低。而选择创业的大学生人数逐年攀升，
这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3 互联网技能性学习与大学开设课程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指导

意义 
就业是大学生终将面临的考验，互联网风暴掀起了各行各

业的改革，要适应时代的进步，大学生需要在思想，行动，就
业能力等方面做出改变。(一)心理上：英语专业面临的就业压力
较大，要使其避免急功近利、盲目攀比和消极盲从的就业误区，
需要其肯定自我能力并正确认识劳动力市场需求。积极引导其
在网上筛选职业招聘的信息，做充分准备，增加自信心。(二)
行动上：首先，学习就业指导，找准定位，提高各方面能力，
比如英语专业的听说读写译等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及时补
充课堂内容，并做好课前预习，提高课堂效率；积极参加课外
实践，比如网络平台上的跟读训练，试译训练，以及线下的即
兴演讲，口语交流，外文话剧等。因部分公司招聘仍看重各种
证书，学生通过网课学习技能成为趋势。(三)就业能力上：就业
能力大致包括：专业知识能力，学习能力，个体适应能力，应
聘能力，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互联网学习使学生深入
了解更多元的社会，灵活运用新兴事物，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改变传统就业理念，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4实现互联网技能性学习与大学开设课程对就业有利的途径 
要实现大学生对互联网学习的普遍重视，还需要学校与社

会，政府三者之间的支持与配合。政府：政府对互联网学习的
重视与政策倾斜；对学校与社会改革的领导与强制；对网上课
程的严格把关；对互联网科技的进一步创新；对互联网安全性
的高度防范。社会：合理设定网课市价；设立独立的网上招聘
网站，供各公司加盟，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招聘，保证公平
公正，提高学生积极性。学校：加强对大学生的监管力度，鼓
励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网上课程，尽早设立就业目标以及人生目
标，掌握多项必备技能，为未来就业创造条件；建立各年级学
生专门的交流平台，方便沟通就业方法，学习经验，避免求职
陷阱。 

5总结：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能性学习相当于就业应聘的一个敲门

砖，它不仅督促大学生提高各方面的素质，还给足予他们足够
的自信心。发挥学校，社会，政府三者的力量，实现这一理想，
对于大学生择业，就业都很有必要。互联网是个可控但又不可
控的学习工具，在全面的互联网学习普及之前，各个方面还有
很艰巨的任务去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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