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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存学生未来发展大环境下存在的信息获取和交互不畅问题，设计构建信息交互辅助平台，为有效

解决在读学生与已毕业学生间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提供一类支持化解决方案。借助问卷调查平台获取学生需求，结合调

研信息对系统进行模块化构建及功能解析，并尝试构建信息交互子系统，在其中设计信息交互及数据时间轴模块，为在

读及已毕业学生间的经验信息交流提供辅助；尝试构建校友圈子系统，在其中设置公告留言板与个人电子成长档案模

块，为在读学生寻找科研及实习信息提供校内沟通渠道，以期实现学生与毕业校友，学生与教师间的良好互通，具备一

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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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nteraction that college students would requi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design and construct an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ssistant platform. It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alumni. First, students' needs a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n the system is modularized 
and functionally analyzed based on survey data. A sub-system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s constructed, in which the 
module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and data timeline are designed to assist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alumni. Another sub-system of alumni circle is also built, in which bulletin boards and personal growth 
E-profiles are set up to provide a channel for undergraduate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rnship. 
This system not only facilitates interaction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alumni, but also improv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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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现今，在大学生数量急剧上升[1]，深造竞争激烈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毕业去向无法达到预期等问题愈发凸

显。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历在塑造就业等去向结果上逐

渐失去其作用[2],而就业竞争力和经验等因素的占比正不断扩

大[1]，为增强学生的竞争优势，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尤为重要。

信息获取是大学生依据检索目标，选择相应检索词及工

具进行搜索，通过浏览获得所需信息的过程[3,4]。大学生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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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息的筛选经验不足，辨别能力不高，易导致学生本人对未

来规划与发展选择的迷茫。客观上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校大学生对于专业信息获取的情况有待改善，

多数学生仅在网络内宽泛搜索或询问个别师长，获取渠道单

一；其次，互联网现存的各专业信息相对庞杂冗余，真伪难

辨，大学生对适合的专业信息的提炼与规划缺乏相应的辅助

工具，最后，校友与在读学生的信息交互不畅，校友圈生态

尚未形成，优秀毕业生在分享个人经验及资源时缺乏良好的

途径，学生间朋辈经验继承较困难，同样影响着在读学生的

信息获取及未来规划。 

因此，为有效解决上述不足，帮助在读大学生梳理并解

决自身对所学专业和未来职业规划存在的困惑，助推其未来

发展，结合“互联网+校友生态”的优势设计一类信息交互辅

助类平台，以期对毕业生质量的提高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

2   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高校的信息化程度也在逐渐深

入，那么在互联网环境下，高校档案信息的电子化及高校校

友生态互联网+交互平台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

目前，对于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档案管理新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5]进行了大量的探究性分析，指出了数字档案应用的必要

性和优势，同期，高校作为庞大的档案信息集合体之一，有

研究基于高校数字化校园平台的人事档案管理系统的优点，

找出在该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面临一些问题并进行对策分析[6]，

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本研究旨在总结以往的研究的基

础上，讨论高校电子化档案的存在机理。

在对校友参与大学信息交互的现状进行研究时，研究者

根据我国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我国对校友资源进行有效开发管理的可能策略[7]，为校友圈的

交互平台的建设论证了可能性。继张布等[8]对农业院校构建大

学生学籍学历信息平台的做法提出缺陷与建议后，相关学

者又基于Android平台对移动校园APP各个功能板块做了

较为详细的设计[9]，进一步论证了信息化平台的可操作性

和实践性。

交互信息平台上发布职业规划信息这一过程经过多次论

证，得出这对于当今大学生来说，具有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的结论[10]；三个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影响因素及观念先导、技术指

导、学业辅导、实践训导、评估督导等共八个指导策略[11]，为交

互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建议。因此，本次高校校友生态

互联网+信息交互平台的研究，针对现今在校大学生的需求痛

点，提出信息共享和职业规划，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3   需求分析(Demand analysis)
很多大学生在高中时，高考是其具体的奋斗目标，考上

大学，面对高校新环境显得不知所措、非常迷茫。对于绝大

多数大学生而言，他们并不能在大学期间清晰自己的专业定

位，进而也无法明确自己的未来规划。同时已毕业的大学生

无法与本校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基于这些需求情况及当前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

有效问卷190份，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如下分析展示。

3.1   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匮乏

大约60%的已经毕业的大多数本科生认为关于未来规划所

拥有的获取信息渠道不可以满足其需求，有六成在校大学生

认为信息获取渠道不可以满足当今的信息需需求，有过半的

大学生表示有意愿但不知道如何获取未来规划信息。这表明

当今大学生有很强的信息获取意愿，但是信息获取渠道过于

匮乏。

3.2   现有信息完善程度低，可借鉴性弱

对于信息获取方面，横向对比来看，了解程度一般及充

分占比较高，很不充分、不充分、非常充分占比低，从而可以

得出大部分学生对于获取的专业相关信息的完整性持有怀疑。

3.3   本科生面对机会的择优难以明确

大学生的评价标准与分析能力尚未成熟，当面临过于庞

杂冗余的信息时，在分辨数据真伪、判断信息良莠方面存在

困难，因而在面对机会的择优时大学生很容易陷入迷茫。因

此，大学生对于相关专业信息的自我提炼能力不强，同时也

缺乏相应辅助工具，这一现状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3.4   已毕业校友与在读学生交互不畅

80.23%的人表明希望获取优秀毕业生以学期为节点的阶

段性行为统计结果，更有88.14%的人有意愿与往届优秀毕业

生进行互动，这证明本科在校大学生需要一个结合校友圈的

经验信息分享平台。同时，在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84.62%

的人愿意为在校本科生分享经验。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双

方缺少一个有效可靠的平台，供双方进行信息交互。

4  系统构建及模块化设计(System building and 
modular design)

4.1   系统框架设计

本文拟构建信息交互辅助平台，通过与各高校达成相应

合作的方式，在各方同意的前提下导入在读学生及已毕业学生

的相关数据，并以APP等信息化平台的形式帮助已毕业校友及

在读学生两类对象进行沟通交流，系统设计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平台总体框架设计图示

Fig.1 Design of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platform

笔者拟构建的系统，其内部模块围绕着对象的需求设计

出信息交互及校友圈两个子系统，并在其中创新性的构建出

数据时间轴、个人电子成长档案、公告留言板及个人互动四

个主要环节，着力解决在需求分析后得到的、亟待缓解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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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

4.2   信息交互子系统模块功能

4.2.1   在读与毕业学生间信息互动功能

(1)开放信息问答式分享功能

开放信息问答式分享功能面向平台所有用户。已毕业

的学生可自愿将个人在大学期间的成长经历及经验在平台上

进行发布与分享，向在读学生展示个人经历，帮助其进行选

择。在读学生可针对本校本专业领域内的相关问题在平台中

进行查询，了解所需信息；针对未存在相关回答的疑问，学

生可直接在平台内部发布资讯，系统根据问题进行筛选后邀

请已毕业学生分享，逐步完善平台信息网络。基于在读学生

角度的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开放信息问答式分享流程图示

Fig.2 Open information Q&A sharing process

(2)一对一咨询功能

一对一咨询功能面向信誉度达一定值的用户开放。信

誉值的门槛设定可以帮助筛选部分不用心或真实度存疑的用

户，以更好的搭建一个即时化在线交流平台。同时能剖析在

读学生的自身条件及真实想法。

(3)校群互动功能

平台为上述用户开放校群互动功能，在读学生和已毕

业学生采用小社群的形式进行互动，形成信息链的进一步扩

充，利用社交互动为信息的传递及应用提供便捷方式。

4.2.2   信息可视化数据时间轴功能

依托本平台的信息数据优势，平台拟构建基于数据预处

理、可视化图表生成等技术在内的信息可视化数据时间轴功

能，为在读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全面信息提供一种高效渠道。

数据时间轴功能涵盖的展示内容如下：

(1)本科学业可视化

以时间轴的形式全方位的展示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

生在当时对证书获取、竞赛参与、书籍阅读等方面的数据频

数，为在读学生提供精确且有效的参考；同时，借鉴学长学

姐的成长经历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可让在读学生的未来规划

更契合于专业本身。

(2)毕业去向可视化

针对大学毕业生常见的保研、考研、出国、工作四个方面

进行可视化展示，让在读学生提前了解所学专业毕业生的去向

情况统计及变化趋势，帮助其尽早规划未来的去向选择。

(3)就业岗位数据可视化

针对就业问题，对本专业对口岗位的去向频数、薪酬数

据以及应聘时需要的核心能力进行可视化排序，以信息展示

的形式为学生的在读期间能力筹备提供有益参考。

4.3   校友圈子系统模块功能

4.3.1   公告留言板

平台内公告留言板功能主要面向在读学生提供实习、科

研以及招聘面试方面的信息公告。解决了在读学生实习、科

研、招聘需求的问题。

4.3.2   个人电子成长档案

本平台拟构建个人电子成长档案模块，用电子化的形

式将个人本科成长经历导入平台。个人电子成长档案从学业

轨迹、就业轨迹以及能力轨迹三个角度入手构建。档案的拥

有者可以随时导出自身档案，为简历的撰写等活动提供参考

信息；其他用户也可访问经用户本人设置公开的成长档案信

息，借鉴他人的成长轨迹。此外，平台也将根据各个用户的

档案内容进行数据挂接及整理，并在审核通过后通过数据抓取

的形式为数据时间轴的可视化图表提供基础数据，形成衔接。

5   系统优势分析(System strength analysis)
本平台针对在读大学生以及已毕业学生两类对象，设计

并尝试为二者搭建一个信息交互的桥梁。相较于现有研究，

本平台主要存在以下优势。

(1)信息交互层层递进

信息互动模块从广范围的用户知识分享到一对一进行咨

询和互动，再到校群内部的交流与互动，可以以层层推进的

形式为在读学生提供一个专业知识与专业素养体系框架的构

建。相较于其他研究，本平台的精准性更强，可以满足不同

在读学生的各类需要，总体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2)数据时间轴概括清晰

数据时间轴模块以可视化的方式简要、清晰的为在读学

生展示出本专业的各项发展数据，为在读学生面对各类选择

难以择优明确的问题提供了一类解决方案。

(3)公告留言板创造机遇

公告留言板功能涵盖了在读学生在学习期间的大部分能

力提升方式，科研招募可有效解决在读学生希望尝试科研却

无渠道进入的问题；公告留言板正可以向掌握部分资源的校

友提供一个物色和培养新生力量的机会打通已毕业校友和在

读学生间的交互屏障。

(4)个人电子档案助力成长

以电子化档案的形式保存个人的成长轨迹，方便本人对

自身的档案进行调用和参考、对自身成长的回顾以及对他人

档案公开信息的参考。此外，个人电子档案数据库也将为数

据时间轴和信息交互信誉值积累提供基础信息，为平台的数

据处理与运转提供有效资源。这一结合式的创新操作为本平

台独有，可以更好地理清用户思路，推进其未来规划。

6   结论(Conclusion)
本文研究系统是一个集信息共享、社交和职业规划为一

体的平台，针对大学本科生相关专业信息获取渠道匮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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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完善程度低且可借鉴性弱、面对机会时择优难以明确

以及已毕业校友与在读学生交互不畅的现象，创新性的研究

大学生未来规划需求分析、数字化成长档案的建立与分析、

参与者信息分享行为研究、信息获取及交互模块性优化研究

这四个部分，解决了相关专业信息获取渠道匮乏、现有信息

完善程度低，可借鉴性弱、本科生面对机会的择优难以明

确、已毕业校友与在读学生交互不畅这四个问题，一定程度

地满足了本科生、本科生、毕业生的需求，达到了家长、学

校、社会多赢的局面。由于基于大学生的需求分析是动态变

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档案电子化的不充分不全面等问题，因

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平台还需进行更为全面的信息拟合分析等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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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善，此外，对于区块链技术的融入，与系统有时会出现不

兼容性的现象，有待改进。对于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

要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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