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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就业市场格局产生深刻变革。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人文
社科领域的关键构成，亟需适配新环境，重塑人才培养路径。本文围绕该专业学生实践活动管理展开深度探究，剖析现存困境，
挖掘其与就业竞争力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系统性优化策略，助力培养顺应数字时代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增强其就业优势与职业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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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经济如浪潮般席卷而来，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

全球经济与社会架构。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媒体等前沿技
术催生出海量新兴业态，也改写了职场的 “技能清单” 与
“岗位版图”[1]。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着千年文化传承使
命，过去聚焦于文学研究、文字创作等传统领域，如今却在
数字化漩涡中面临就业适配难题。实践活动作为连接校园知
识与职场实战的桥梁，其管理质量直接关乎学生能否顺利过
渡到数字职场，因此深入研究实践活动管理对提升学生就业
竞争力意义重大[2]。本文主要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汉语言文学
专业学生实践活动管理与就业竞争力提升。

1数字经济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新态势
数字经济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呈现新态势，新兴

岗位涌现，技能要求复合化，远程与灵活办公常态化等。
1.1 新兴岗位涌现
数字内容创作领域成为吸纳汉语言文学人才的新“蓄水

池”。网络文学蓬勃发展，背后是海量编辑人员把关内容质量、
挖掘潜力作品；新媒体平台崛起，催生出新媒体文案策划一
职，需结合热点、受众喜好撰写吸睛文案，实现品牌推广与
用户拉新；短视频风口下，脚本创作师负责构思情节、打磨
台词，用文字赋予视频灵魂。这些岗位不仅要求文字优美，
更需深谙数字传播规律，懂得如何利用算法推荐、流量池思
维来优化内容表现。

1.2 技能要求复合化
文字功底虽是看家本领，但单一的写作能力已难以立足。

如今，数据分析能力不可或缺，从公众号阅读量、点赞数到
网站文章的浏览时长，数据背后隐藏着受众偏好与内容优化
方向；数字化营销思维能助力文学创作变现，理解产品卖点、
目标用户画像，让文字成为营销利器；多媒体软件操作技能
拓宽创作边界，会用图片编辑、视频剪辑软件，为文字搭配
视觉元素，打造沉浸式内容体验。

1.3 远程与灵活办公常态化
云办公技术成熟解锁了办公空间限制，疫情更是催化这

一趋势。汉语言文学相关工作，诸如线上文学课程研发、远
程文案撰写等，借助各类协同工具即可开展。这对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发起挑战，需精准规划时间、主动沟通汇报，在没
有面对面监督时也能保证工作效率与质量，维持团队协作顺
畅。

2数字经济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实践活动管理现存
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实践要发生理念转
变，实践形式要发生改变[3]，但是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实践活动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实践活动形式单一，实践活动
缺乏系统性规划，教师指导深度不足，实践活动评价体系落

后等，无法有效地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1 实践活动形式单一
校内实践长期困于传统文学活动 “舒适圈”。诗歌朗诵、

征文比赛虽能陶冶文学情操，却难赋予学生数字实战能力。
校外实习渠道狭窄，局限于学校教辅、传统出版社校对排版
岗位，与数字经济前沿阵地—新兴传媒、互联网大厂绝缘，
学生错失接触热门业务流程、学习前沿技术应用的机会，实
践经验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2.2 实践活动缺乏系统性规划
大学四年的实践活动犹如散沙，未凝聚成有机整体。大

一新生懵懂入场，参与实践无目标导向，常沦为 “打酱油”
角色；大二大三阶段未能依据专业细分方向，如文学创作、
文化传播等，递进式强化技能；到了大四实习，因前期积累
匮乏，学生面对复杂数字项目手忙脚乱。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各自为政，知识难以在真实场景中融会贯通。

2.3 教师指导深度不足
部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深耕学术理论，自身缺乏数字

行业 “闯荡” 经历。在新媒体传播生态、数字内容运营策
略等实践指导上，只能照本宣科，给出笼统建议。面对学生
诸如 “如何提升短视频文案转化率” 这类实操难题，无法
从亲身经验出发剖析关键环节、提供落地解决方案，导致学
生实践提升缓慢。

2.4 实践活动评价体系落后
当下评价体系宛如 “刻舟求剑”，仍执着于实习报告字

数、格式，活动总结的措辞规范。全然不顾数字时代看重的
创新思维、快速学习能力、数据驱动决策能力。学生为迎合
评价，将精力投入形式包装，忽视实践内核，无法通过评价
反馈真正查漏补缺、优化提升。

3优化实践活动管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竞争
力的策略

3.1 丰富实践活动形式
3.1.1 深度校企合作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要改革，学会主动出击，

与数字内容头部企业构建长效合作机制。通过与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共创内容孵化项目，学生分组参与短视频系列
选题策划、文案撰写、拍摄跟进，全程感受爆款短视频从 0 到
1 的诞生历程；与阅文集团、晋江文学城合作网络文学创作
营，模拟线上文学社区运营，学习作品推广、粉丝互动技巧，
亲身体验数字文学商业链条运作。

3.1.2 加强虚拟项目实战演练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依托校内数字化实验室，模拟

搭建各类虚拟项目。以数字营销项目为例，设定虚拟品牌与
预算，学生要综合运用搜索引擎优化、社交媒体营销、电子
邮件营销等手段，撰写营销文案、策划推广活动，依据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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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反馈实时调整策略，在零风险环境下积累全流程营销实
战心得。

3.2 构建系统性实践活动体系
3.2.1 分层递进式规划
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构建分层递进式规划[4]，具体见

图 3-1。大一阶段开展数字素养启蒙与基础文学实践。开设
“数字工具与文学创作” 课程，教授办公软件进阶技巧、基
础编程思维，搭配校园文学公众号简单推文写作任务；大二
聚焦专业进阶，依据学生兴趣分流，针对有志于新媒体方向
的学生，开展深度新媒体文案特训，涵盖不同平台风格剖析、
热点追踪技巧；大三全面接轨职场，安排不少于 6 个月的沉
浸式实习，嵌入企业核心业务模块；大四毕业设计则模拟真
实项目招标，要求学生整合前三年所学，独立完成有商业价
值的作品。

图 3-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分层递进式规划

3.2.2 跨学科融合实践
打破学科壁垒，联合计算机学院、商学院开展协同实践。

与计算机专业合作开发文化类 APP，汉语言文学学生负责

APP 内容架构搭建，从文化专题策划到文案填充，同时向计
算机同学学习用户界面设计、软件开发流程；与商学院合作
开展文化品牌营销策划，融入市场调研、品牌定位、定价策

略等商科知识，拓宽文学作品商业变现视野。
3.3 强化教师实践指导能力
3.3.1 企业挂职深度锤炼

设立教师企业挂职专项计划，选拔骨干教师赴数字企业
挂职锻炼。教师深入内容运营、数字营销等一线部门，参与
项目策划、执行与复盘，带回鲜活案例、实用技术与行业人

脉。挂职归来后，将实战经验融入课程，开设专题讲座分享
行业最新趋势、实操技巧，为学生实践提供精准指导。

3.3.2 专家入校多元赋能

定期邀请行业领军人物入校开展培训工作坊。邀请新媒
体总编传授内容选题与爆款打造秘籍，邀请数字出版专家讲
解电子书籍制作与版权运营要点，邀请远程办公平台负责人

分享高效协作沟通技巧。多元视角输入，更新教师知识储备，
提升整体指导水平。

3.4 革新实践活动评价体系

3.4.1 能力导向多维指标
摒弃传统单一维度评价，围绕数字时代关键能力设立指

标体系。对创新能力，考量学生能否提出新颖的数字内容创

意、打破传统文学表达范式；数据分析能力则看能否精准解
读数据报表、用数据驱动内容优化；协作能力从团队项目参
与度、沟通效率等维度评估，综合量化与质性评价，全面反

映学生实践成效。
3.4.2 多元评价主体联动
构建多元评价主体网络。企业导师从职场适应性、职业

素养角度打分；团队成员互评能洞察协作中的优势与短板；
线上用户评价可收集作品传播效果反馈，整合各方评价，为
学生绘制立体画像，精准定位提升方向。

4实践活动管理优化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

力提升成效
数字经济时代，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管理活动，

有效地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仅提升学

生的技能，而且提高就业配适度，增强学生职业发展潜力。
4.1 学生技能提升
经过系列实践打磨，学生技能版图显著扩容。在数字创

作技能上，熟练掌握秀米、135 编辑器等新媒体排版工具，
能用剪映、快影快速产出适配短视频的创意文案；数据分析
技能使他们面对海量数据不再迷茫，能挖掘内容优化靶点；

远程协作沟通技能让团队合作跨越时空限制，有条不紊推进
项目，文字创作也从传统范式转向契合数字受众碎片化阅读
习惯、视觉偏好的风格，创作力得以解放。

4.2 就业适配度提高
到中小学进行教育实习，积累教学经验，了解教育教学

规律和学生需求，为从事教育工作打下基础，提高在教育领

域的就业竞争力。在报社、电视台、新媒体等传媒机构实习，
参与采访、编辑、策划等工作，熟悉传媒行业运作流程，拓
宽就业渠道，增加在传媒领域的适配度。在博物馆、文化馆、

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做志愿者或实习生，了解文化传播与推广
工作，增强文化底蕴和实践能力，有利于在文化行业就业。
求职时，优化实践经历成为学生的 “敲门金砖”。简历上亮

眼的数字项目实践、跨学科合作成果，瞬间抓住 HR 目光[5]。
面试中，学生对数字工作场景熟悉、业务流程胸有成竹，能
与面试官就行业痛点、创新解法侃侃而谈，入职后无需漫长

磨合期，快速融入团队，独立承担工作任务，降低企业用人
成本，与数字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4.3 职业发展潜力增强

行业发展瞬息万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过实践，掌
握新兴软件、平台玩法，能够学短视频剪辑、直播火爆懂运
营，不断更新技能库，培养自己的学习韧性，面对 AI 冲击

文案创作领域，能钻研人机协作模式，把 AI 当作助手而非
对手，持续迭代能力，从容迈向职业生涯下一个高峰。大学
积累的复合知识与项目管理经验为学生铺就长远职业发展道

路。初入职场能快速适应多变业务，从基础文案岗位起步，
凭借跨领域知识储备，迅速拓展业务边界，向内容运营主管、
数字营销经理等管理岗位进阶，在行业迭代中始终保持学习

敏锐度与转型灵活性[6]。

结论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时代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勾

勒出新蓝图，也抛出系列难题。通过重塑实践活动管理模式，
拥抱数字化转型浪潮，为学生创造贴合时代脉搏的实践机会，
全方位提升就业竞争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定能在数字时代焕

发新生，培育出大批既具深厚人文底蕴，又掌握前沿数字技
能的两栖人才，在新兴就业赛道上纵横驰骋，为文化传承创
新与数字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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