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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的契合度研究

方燕芳

许昌学院  461000

[摘  要]在社会经济与科技飞速进步的背景下，社会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增加。受疫情影响，各大线下招聘会数目锐减，

教师只能通过线上方式完成就业指导，对学生的择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就业岗位了专业契合度的不匹配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政

府和学校都应该积极应对，更好地解决人才就业问题。因此，本文系统性地介绍了疫情下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和岗位与专业契合度对

就业的影响，详细分析能够改善就业现状和提升契合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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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等教育工作更加普及的现状下，毕业生人数也在逐年递增，

社会也在广泛关注其就业问题。由于本年度的特殊情况，许多学生

无法按期参加招聘活动，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逐渐缩减，参与创新

创业人数也有下降，整体就业形式更加严峻。在学生择业过程中，

也存在着岗位与专业匹配性差的问题，不利于学生快速找准定位，

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社会和高校都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

学生提供帮助，逐步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平稳度过招

聘季与毕业季。

1 疫情下英语专业毕业就业现状

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874 万人，同比增加 40 万

人，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年初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的冲击，原本应该

在 3、4 月份开展的春季招聘未能开始，一些中小微企业对新员工的

需求量也在进一步缩减，给毕业生就业造成了较大的阻碍。对于我

校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与 2019 年英语专业毕业生相比，由于疫情

的影响，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读研、公考的出路，当然选择与专业学

习契合度低的学生比率也增加了 6.17%，从侧面反映出了本年度学

生就业竞争压力的激增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政

府和学校都积极推出就业补贴政策和网络平台服务，切实做好稳就

业工作。

2 岗位与专业契合度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过程当中必须要对自身的专业有清晰的认识

才能找到更有匹配性的岗位，对于学生制定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也

有积极意义。在高校培养人才时，必须要重视开设专业和社会需求

之间的联系性，使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自身优势，

尽早了解自己适合和心仪的岗位，有利于提升学生在面试过程中的

竞争力。从宏观角度来看，只有高契合度的高校教育工作才能更好

地使学生融入岗位，发挥专业优势推动社会发展。

3 高校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人才定位模糊

在高校进行人才教育培养中没有到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对

学生的培养定位较为模糊，导致在择业过程中出现了岗位匹配性差

的问题，不利于学生的就业和发展。在择业过程中，毕业生会因为

岗位与专业的不匹配而产生焦虑情绪，或对自身职业发展规划没有

形成良好的认知，造成了学生就业阻碍。针对在特殊情况下等毕业

生就业问题，学校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就业信息，并由

专门的老师解答就业困惑，避免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走弯路，帮助学

生共同克服当前的就业难题，找到更加合适的工作。

3.2 教学实践过少

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更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学生在

就业过程中的基本实践能力发展，使学生在从学校到社会转变过程

当中无法较快地适应，也因为实践能力的限制无法找到心仪工作。

在对学生的初次和二次择业过程中发现专业与岗位的匹配度明显上

升，证明了学生需要在工作和实践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专业知识学

习与岗位工作的联系性。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就业指导当中，教师

应当注重这部分知识的讲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企业实习，

更加清楚地掌握自身就业定位和树立科学的职业规划。

4 提升就业岗位与专业契合度的有效方法

4.1 转变教学思维

按照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要采取特殊办法，

积极转变教学思维，有效开展线上学习、线上招聘会和线上毕业论

文答辩，为毕业生毕业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保质保量地完成学生的

学习培养。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之下，教师和学生一定要改变教学

观念，强化互联网意识，打造“互联网 +”的思维，充分利用网络

资源搜索更多的线上招聘信息，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搜集相应的数据也能为教师日后的科研教学提供支持，引导学生掌

握跨界思维、共享思维和大数据思维。借助网络的沟通方式，教师

和学生之间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教师要注意对学生的就业情

况进行了解和更新，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一些适应当前形式的毕业前

的安排。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教师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从家长

和学生的各种反馈中进行信息处理，从而为在线教学提供参考。

4.2 培养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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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过程是持续的、有效的、必要的过程。

大学生入校后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式会产生很大差异，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是社会发展的

需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适应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适应职

业转换和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的要求。疫情期间，线上活动的开展无

疑是对大学生自主学习培养的一种良好的方式，在教师适当的引导

和合理的监管下，也是行之有效的 [2]。教师要随时关注学生的毕业

和就业情况，布置一下学生能够完成的引导性任务，包括收集招聘

信息、参加线上招聘、总结面试经验等。在教师引导和学生自主学

习的过程能够充分锻炼个人能力，为学生的就业和工作养成良好的

习惯。

4.3 加强政策帮扶

受疫情的影响，各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为解决好大批人才的就业问题，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采取合理可行的

政策及时应对，保证毕业生平稳分流至工作岗位。对于企业，政策

上有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通过实名登记毕业生信息的方式落实好

企业在应届招聘工作中的补贴数额 [3]。对于学生，在政策上也有创

新创业的补贴方案，不仅提供技术培训服务，还有创业贷款等多样

化的帮扶政策，切实保障毕业生稳定就业。学校要能够灵活运用这

些优惠政策，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专场招聘活动，为

毕业生搭建更加畅通的就业渠道和就业服务。

4.4 开展就业指导

为保障疫情期间就业指导高效精准、就业服务不断线，学校应

该优化毕业年段辅导员配比，安排更有经验的就业指导老师和企业

人力人员对学生展开就业指导工作，帮助学生在特殊时期能够找到

更加心仪的工作。学校应加强对毕业班教师工作的关注程度，形成

学生就业信息传递、就业情况反馈的闭环模式，使就业指导能够充

分发挥作用。由于在特殊时期下一些学生的情绪和心理会出现较多

问题，指导老师要加强对学生动态的关注，及时给予学生心理疏导，

避免影响学生的正常择业 [4]。学校应积极组织毕业生通过各种平台

收看收听网络就业指导课，帮助学生在疫情期间调整心态，找准定位，

结合学生的专业特征从不同的角度为学生分析就业形势。教师也要

加强对学生的了解程度，制定更加个性化的就业帮扶方式，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共同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

4.5 开展校企合作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进行对口就业，学校应积极与关系良好的

合作企业展开沟通，简化学生的就业手续，为学生和企业提供更加

便利的择业模式，打通学校、学生和企业的三方沟通渠道。为毕业

生和单位提供就业各种协调和方便，学校应允许企业通过快递、邮

件等方式与毕业生签署就业协议，学校依据相关材料的电子照片即

可为毕业生办理，待疫情解除后再处理原件资料，极大地简化了繁

琐的毕业手续和资料提供，更好地显示了在特殊时期的灵活性 [5]。

在经济和疫情的压力之下，学生也应该降低心理预期，以自身职位

的稳步发展为先。由于一些企业在缩减招聘指标，给毕业生造成了

较大困扰，学校应该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联系，为学生争取线上办

公的机会，通过择优推荐等方式提升就业岗位与专业学习的匹配度，

保证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就业。

4.6 拓展就业渠道

灵活就业方式，多渠道打造“云”招聘平台能够更好地应对当

前无法大规模开展线下招聘会的现状。学校和企业应当加强合作，

积极引导企业和毕业生有序开展招聘求职，多渠道满足供需平衡，

将就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线上阵地。通过微信、QQ、直播等多维度

的就业渠道拓展，确保招聘信息能够有效传递到学生手中，企业也

可以顺利开展线上面试活动 [6]。学校和教师要主动关注一些情况特

殊的学生就业问题，依照政策帮扶为他们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帮助。

如一些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学校可以帮助学生积极申请临时补助，

将应对疫情的相关补贴政策信息及时传达给学生，同时尽可能的结

合实际情况为学生进行就业实习推荐，帮助其渡过困难，实现成功

就业。

结束语

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本届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较大

的不可抗性阻力因素，导致就业与专业契合矛盾的进一步扩大。为

了更好地应对就业压力，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思维，利用一些网络

资源帮助学生解答就业问题、克服就业困难，同时也要注意有意识

地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为其在实际工作中打下良好基础。政府单

位和学校也要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和政策帮扶，帮助学生

拓展就业渠道，使学生能够在择业期间找到更加合适的工作，完成

择业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想 , 黄洋 . 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

[J]. 理论前沿 ,2014(12):29-34.

[2] 杨永林 , 张文茹等 . 多视角看新时代英语专业发展方向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06):61-81.

[3] 左菊 . 经济转型及高校转型发展背景下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

培养研究 [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6(05):31-36.

[4]周金堂.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市场需求相关度研究——

以江西省本科高校为例 [J]. 教育学术月刊 ,2018(01):35-48.

[5] 戴炜栋 , 王雪梅 .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英语专业

的建设思路 [J]. 外语界 ,2014(03):2-12.

[6] 仲伟合 .《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下的英

语类专业创新发展 [J]. 外语界 ,2015(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