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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当前科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大学生如若在此时

代下不具备就业创业能力， 将会很快被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环

境 所 淘 汰。 就 如 我 们 现 在 所 使 用 的 手 机 一 般， 第 一 台 手 机 于

1983 点诞生，2013 年又出现了 4G 网络， 而 1984 年人们所喜爱

的大哥大款式电话已经被近年来所研制出的超薄手机所取代。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发展时刻在促进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效率。 大

学生作为当前 21 世纪的新鲜血液， 日后社会中的领军人物，应

积极努力进取，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来成为当前社会所需

人才。
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策略

（一）培养大学生先进思想观念

当前很多高校大学生不仅思想观念较为落后， 且十分缺乏

创业意识， 高校可通过互联网中的平台来有效改善此现象。 首

先， 高校可通过采取当前创新创业成绩较为显著的学生或是创

新创业能力较强的学生在校内进行演讲， 并通过录制视频的方

式来通过各个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如微信公众号、校园微博、QQ
群等方式， 让大学生从中感受到他人创新创业的经验及成功后

所收获的喜悦，以此来启发自身创新创业思维。 其次，高效在此

基础上还需转变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念， 帮助大学生树立积极的

创业思想，而不是让大学生只知道通过互联网来看电视剧、玩网

络游戏。 当前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递增，就业形势也愈发严峻。
因此， 高校应在大学生还未真正接触到社会洗钱来提升他们的

就业创业能力。 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来让大学生知晓当前

社会中严峻的就业形势，如校园官网、校园论坛、校园交流群等，
让大学生感受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当前就业环境中生存， 并在教

学过程中树立学生就业创业思想， 为大学生日后就业创业奠定

良好基础。
（二）提高高校培养创业人才重视度

当前我国高校并没有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学分规划具体认定

标准，即便统一所高校中，大学就业创业也没有具体衡量标准，
从而导致部分大学生在此情况下对自身就业创业能力并没有产

生足够重视，认为其能力可有可无，进而导致大学生对高校内开

展的就业创业培训没有参与积极性。 当前全国所开展的大学生

“挑战杯”项目是为了培养和锻炼大学就业创业能力的新型竞赛

项目，但由于高校并没有对其加以很好的引导，从而导致大学生

很少有参与到这项竞赛当中， 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此项

目并不是十分了解，认为对未来和学业并没有什么帮助。 因此，
高校需让大学生对此类竞赛加以重视， 普及大学生该竞赛对他

们的未来的重要性，由此才可提高大学生参与竞赛的积极性。同

时， 高校还可将大学生参与到就业创业能力竞赛设置为一项必

修课程，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学分。 例如大学期间可让大三、四的

学生每年参与以此就业创业竞赛当中， 无论大学生是否能获得

奖项，都可在此环节中认清自身就业创业能力，并对自己未来发

展具有明确规划。
（三）提供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已经纷纷成立了就业创业基地， 以校内

有限的资源来帮助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 这样一来大学生们不

仅降低了创业成本，更在有利条件下更早完成就业创业梦想。但

我国部分高校还并未成立大学生创业基地， 此类高校可通过模

仿开展创业基地较为成熟的高校， 以此带给学生更多的实践空

间和发展机会。大学生想要提升自身创业就业能力，首先要加强

该类活动学生参与力度，由于部分竞赛活动具有专业性限制，从

而导致部分学生无法参与其中。高校应将此类活动加以完善，让

其能够扩大到校级活动范围内， 并将培养学生创业就业能力与

此类活动相吻合。这样一来，高校不仅可通过竞赛活动来挑选出

优秀学生，还可带动学生参与度，提升学生积极性，塑造良好校

园就业创业氛围，由此培养出更多具有就业创业能力的学生。此

外，高校在培养就业创业人才时，应知晓人才培养需要进行实践

课程训练才可完成， 这方面高校可通过校企合作方式来让学生

在不同的实践基地进行学习， 以此获得更多实践机会和了解企

业、了解工作的机会，为学生日后就业创业奠定良好基础。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应积极投身于

培养自身就业创业能力当中，但从目前来看，还有部分高校及大

学生对此并没有产生足够重视。 因此，高校应积极加强重视，并

给予学生发展平台和发展空间， 以此为社会输送更为先进的优

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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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不仅仅是现代企业用人需求，更是社会发展需求，高校面对竞争

激烈的市场环境无法避免的选择。 本文阐述了培养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就业

创业能力培养策略，以期为高校培养更多就业创业人才提出一份参考。
关键词：互联网；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