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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大学生更多就业压力 根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

调查结果，虽然现实生活中大学生较少使用系统的职业生涯

规划服务，但是面对未来的发展，超过80%的人还是认为职

业生涯规划在心目中的地位重要或非常重要。70%以上的人

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指导。 而在选择

提供服务的机构时，学校就业中心获得了82%的大学生认同

，这里是大学生获得外界工作信息及职业规划指导的一个主

要途径。但是，对就业中心的各项情况和服务，表示出满意

或比较满意的调查者不到总数的15%，而选择“一般”的调

查者占总调查人数的30%，另有30%的学生根本不了解就业中

心的情况和服务。 由此专家指出，就业不应只在大学生毕业

前夕才大呼“狼来了”的一项工作，而应当把对学生的就业

指导工作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跳出单纯从事就业指导

服务的局限，应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角度出发，把职业指导

贯穿在整个大学教育的始终，帮助大学生进行切合实际的职

业生涯规划，从而让学生能“水到渠成”式的面对市场。 当

前我国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项目比较单一，大部分还停留传

统的招生、就业政策咨询、派遣等工作，对于学生的职业辅

导、咨询等更全方位的服务还没有全面展开，高校的就业指

导和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亟待完善。 孟庆伟建议，大学

就业指导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只讲填表、面试一类的

东西，关键是指导学生，把握专业前沿理论和前卫知识。如



把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人所学的知识领域进行比较性分析，

专业的前景如何；系统地分析地区、国内和国际上，本专业

在发展过程中企业集群的一些状况，进而实现就业的区域定

位；帮学生了解自己，将长处张扬放大，短处约束缩小，在

分析当中，研究个人的职业特点，职业特征与社会哪些部门

、行业相适；在就业过程中，所学专业、知识在运作当中鉴

别能力如何提升、转化能力如何培养等。 此外学校应按市场

需求进行专业设置，及时了解就业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对

学生做出科学指导。 孟庆伟指出，大学生就业不是到了大四

才开始准备，而应在读大学的第一天就有思想基础。一年级

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职业，三年级有目的提升职

业修养，四年级初步完成学生到职业者的角色转换。美国的

学生为了能从大学毕业，上了大学才开始认真学习，在读大

学时也在研究市场，把知识放在实践中学习感悟(如斯坦福大

学)，中国学生为了能考上大学拼命学习，上了大学就不再认

真学习了，对市场变化、社会变化关心度较低，注意力和精

力都应付考试了，这也直接导致了“就业难”状况的出现。 

他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大学生个人在入学前就应做出职业

生涯规划，在确定所学专业前，进行自我评估 → 生涯评估 →

职业选择 → 职业生涯 → 路线选择 → 确定目标 → 行动计划

与目标 → 执行 → 评估与反馈这样一个流程运作，并于在校

期间进行不间断的完善和补充，使自己与社会发展，所学知

识与专业进步，自身潜力与将来职业发展能够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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