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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云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探究 
吴　凯　王　朋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415）

摘要：互联网时代，学生就业灵活度高，求职平台选择多，

就业指导内容、方法、方式发生结构性变化，高校就业工作既

有挑战又有机遇。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运用互联网

技术平台，探索构建了“云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即：高校

维度服务系统、企业维度就业系统、学生维度支持系统。在该

三维保障体系中，高校维度服务系统是基础，企业维度就业系

统是关键，学生维度支持系统是根本。三个维度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交叉，共同构成高校就业工作云上就业体系，打造高校

就业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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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季以来，如何多渠道、多途径推动大学生求职就业、

稳就业成了政府、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极大拓宽了人才招聘渠

道，创新了人才招聘方式，推进了大学生就业指导在内容、方法、

方式的结构性改革。如何更好的开展毕业生就业指导，帮助毕业

生就业，帮助企业招聘优秀人才，成为摆在高校面前的重要难题

和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云上就业”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

要途径。

一、云上就业概述

“云上就业”是指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将高校就业工作与

网络新媒体充分结合，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为企业提供

招聘渠道和平台的重要方式。云上就业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

开展，具备便捷性、时新性、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和远程性

的特点。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经过多方探索，构建了“云

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多渠道提供就业支持服务活动，打通高

校、企业、学生之间的壁垒，共同构建家校企网络命运共同体。“云

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的三个维度分别为：高校、企业和学生。其中，

高校维度为服务系统，主要为学生提供就业前的各类准备，包括

平台建设、形势分析与就业指导、政策制订与解读、就业资源开

发等；企业维度为就业系统，主要为解决学生就业与企业用人的

供需关系问题，包括企业招聘会、企业宣讲会等；学生维度为支

持系统，主要为解决学生就业中的各种问题等，主要包括心理辅导、

结对帮扶、个性需求、家校联合等。

二、云上就业的具体措施

（一）扩宽高校维度，网络化推进就业指导

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与高校的服务密切相关，高校更要提供

全方位的网络就业指导。建筑工程学院扩宽高校维度，网络化推

进就业指导，主要包括“云上”公开课、“云上”分类服务、开

展“云上”政策解读等。

“云上”公开课挑选实用性强、需求度高的指导课程选题，

采用网络直播公开课的形式，以学院政工干部为主、企业校友适

当参与的形式开展群体性和个性化就业指导；“云上”分类服务

通过将毕业生有机分类，建立考研复试指导群、专升本指导群、

政策性就业指导群、创业指导群，邀请行业专家、企业领导、专

业名师、优秀校友提供针对性精准指导；“云上”政策解读主要

通过毕业班辅导员采用集体备课形式整理政策材料，辅导员老师

以召开班级网络班会等方式精准解读，尤其是考研、专升本、第

二学士学位教育、参军入伍、公考等。

（二）开发企业维度，多元化拓宽就业渠道

学生去哪里工作？做什么？将享受何种福利待遇？又会有怎

样的发展？企业作为毕业生就业去向的一个重要选择，企业提供

的资源和服务是学生就业的关键一环，就要打通和加强校企之间

的关系，就要突破就业信息传递的问题，则至少做好就业渠道拓展、

人才选聘平台畅通的问题。

开展“云上”企业协同。充分运用好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和

创业校友资源，尤其是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邀请行业影响大、

专业资质强、岗位需求多的优质合作企业进行专场供需双选，

并开辟“云上招聘”微信专题；实施“云上”简历投递。充分

开发和利用好校内外（学校就业信息网、BOSS 直聘、前程无忧、

智联招聘、暖春行动、千校万岗）等平台，鼓励和指导全院毕

业生总结和梳理个人成果、优势和经历制作电子简历，开展了

简历制作和网络面试专场培训，鼓励毕业生大胆投递简历，多

参加专场招聘宣讲等；加强“云上”精准推荐。将信赖的企业

精准推荐给学生，将合适的学生精准推荐给企业，辅导员作为

企业和学生信息交互传递的重要桥梁，以个人信誉做保充当着

媒介作用，更好满足学生和企业的需求，避免企业大海捞针，

防止学生手足无措。

（三）守护学生维度，精细化开展就业服务

学生就业过程中，会因为个体问题、企业问题、家庭状况、

现实情况等原因，对毕业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特殊社会环境下，

这些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高校调研学生各类问题，并提供

针对性的帮扶显得至关重要。建筑工程学院守护学生维度，精

细化开展就业服务。学院坚持“一个不能少，个个状态清”的

原则，每天“安全报告”，每周开展实习排查，每两周开展一

次全面摸排，掌握毕业生个人与家庭情况、心理状态、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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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人际关系、现实困难等系列问题，为精准就业指导与服务

提供基础支撑。

开展“云上”结对帮扶，针对特殊群体安排“两（师生）对

一”结对帮扶，启动青蓝工程——暖阳先锋行动，安排毕业生党

员一对一结对帮扶，建立“学霸互助组合”结对卡，以最大的努

力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开展“云上”心理咨询，依托学院“阳

光小筑”心理咨询工作室，通过推文、留言、直播等方式，为毕

业生提供谈心、倾诉、减压、咨询等服务，已开展心理健康网络

公开课一堂；满足“云上”个性需求，学生离校时间长，学生部

分必需物品在校，毕业班辅导员陆续为学生寄送电脑、工作手册、

升本复习资料、衣服等，解决后顾之忧。“云上”家校合心教育。

充分利用学生和家长共同居家时间，针对不同层次毕业班邀请家

长一起开展问题答疑、校园文化推介、学生风采展示、重要信息

发布、毕业就业培训等多种形式的线上活动，举行网络家长访谈会，

增强家长认同感。

三、云上就业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云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学院之前虽然一直在积极研究探索，

但真正全面实施却是在 2020 年。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实践，云上

就业三维保障体系虽很好的指导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但仍存在诸

多问题。

架构层面，该模式虽体系完整，但相关体例的构建较为简单

粗糙，相关维度延展的科学性仍需提高，各个层面的连接点仍需

加强；信息层面，该模式的构建需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础上，其

运转也需相应的信息数据做支撑，学院采用信息化管理跟踪方式，

最大限度的搜集相关信息，但信息量及其准确度仍需进一步考究；

技术层面，该模式需要大量网络新媒体平台，相关平台的正常运

转及其效果需要学校、企业、学生三方面的协同发展，企业、学

生的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资源层面，该模式需要在一定量家、校、

企的资源条件下，联动校企合作单位、联动企业行业协会、联动

优质校友企业、联动学生家校关系，并打通相互之间的隔阂和壁垒，

目前资源的开发及其联动仍需进一步加强；服务层面，该模式下

的各项服务活动均为线上开展，很多大型活动均为首次，其开展

形式及效果评估仍有待评估。

（二）意见建议

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高校应该提早做预案，制定合理的政

策和制度来保障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开展；加大就业工作模式研究，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研究需要横向与纵向、线上与线下、一维与多

维等全面开展，而不仅仅是单个方面，高校要积极探索就业工作

模式研究；加强特殊时期工作机制创新，毕业生就业工作会面临

新的挑战和机遇，高校更应该加强特殊时期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确保相关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加大信息化建设，全面构建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特别是应引入学生工作 APP 软件、植入就业专栏等，

实现学生学业、就业网络全覆盖；简化工作内容和流程，毕业生

就业、毕业工作内容多样、程序繁杂，确保各项工作高效开展；

加强就业指导业务培训工作，确保高校、企业、学生三方面在政策、

技术、应用等层面的正常对接和运转。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云上就业三维保障体系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三大突破点入手，具体构建三维立体模型，结合时代特点和

实际需要，多维度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在该三维保障体系中，

高校是基础，企业是关键，学生是根本。三个维度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交叉，共同构成高校就业工作云上就业体系，全方位为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保驾护航，打造高校就业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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