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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8F_E8_81_8C_E4_c123_282075.htm 临近毕业，却对自

己的未来愈发迷茫；毕业之后，才发现现在的工作并不适合

自己。这种迷失自我的困惑，正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种通病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首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捧得总

冠军奖杯的参赛大学生丁海波说：“有资料显示，选错职业

的人群中有80％是失败者。” “导致毕业生就业前迷茫、就

业后骑驴找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阳市人才中心主任孟庆伟认

为，大学生不能只埋头读书，不抬头看路。 根据沈阳市人才

中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职业目标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有明

确职业目标的大学生只有13％，有目标但不明确的占到25％

，而没有明确目标的达到了62％。同时，应届大学毕业生在

校期间多次接受职业指导的比例只有10％，接受1次—2次职

业指导的有30％，从未接受过的达到了60％。 孟庆伟说，大

学生没有“职业生涯”概念，更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对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哪些职位能成功，自己

潜能有多大一概不知，到了大学毕业才“临时抱佛脚”，以

致于出现了部分学生有就业恐慌表现。 多数学生参加人才交

流会都有一种“赶集”的感觉 职业生涯准备不足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和制约了市场配置成功率。据国内各大城市举办大型

人才交流会统计，多数学生参加人才交流会都有一种“赶集

”的感觉，没目标、没准备，全凭运气碰，结果造成了有意

向的没信心，有信心的准备不足。大学生交流会对接成功率



一般在30％。有专家在调查后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美国的学

生为了能从大学毕业，上了大学就开始认真学习，在读大学

时也在研究市场，把知识放在实践中学习、感悟；而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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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和精力都用在应

付考试上了。多数学生对职业目标相对模糊，没有把兴趣、

爱好与自己所学专业很好结合。 孟庆伟说，就业不是到了大

四才开始准备，而应在读大学的第一天就要有思想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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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校和社会不能只是提供眼花缭乱的就业岗位信息 孟庆伟认为

，高校和社会应承担起大学生就业指导的责任，不能只是提

供眼花缭乱的就业岗位信息，临时举办一些就业指导讲座。

学校应该指导学生从入学之日起，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在

在校期间进行不间断地完善和补充，进而使所学专业知识与

社会发展、自身潜力与将来职业发展能够同频共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