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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规划缺乏个性化指导，和社会现实脱节，与学生期望

形成较大反差大学生职业规划如何才能更有实效 “毕业后工

作两至三年，我计划去美国读MBA；而在毕业后五到八年，

我想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然后花五年左右时间争取让其上

市，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前不久，记者应邀参加北京

某高校组织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展示活动。十几位来自不

同院系学生的演说，大部分只是在诉说对未来的憧憬而已。 

这种“听起来很美”的“规划”会有用吗？ 姗姗来迟的职业

生涯教育 去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小郑，现在北京一家知名外

企工作。她告诉记者，她和同班同学都没有接受过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所以难以评说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的作用有多大。

“参加工作后同学们聚会，我发现很多人和我有同样感受，

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让人非常

迷茫和苦闷。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我想有总比没有要

好吧。”小郑说。 在发达国家，职业生涯教育非常普及。比

如在英、日、美等国家，从中小学就开始系统传授职业规划

知识，高中学校拥有专业的职业规划队伍，请专家给孩子们

做职业兴趣分析，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

而在我国，职业生涯规划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不仅中小

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缺位，就是在高校，系统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的也还只是少数。有些学校开展了此类指导，也仅

是在部分学生中进行“试点”，普及程度不高，还有些人把



求职、面试、简历制作这些方面的指导简单等同于职业规划

。 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曾与新浪网、北森

测评公司联合进行过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显示：超过2/3的大

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非常重要，但接受过系统的职业生涯

规划服务的人只占被访者的5%，对学校提供的职业生涯规划

指导，大部分学生则表示不太满意。 职业生涯规划“软肋”

何在 既然职业生涯规划重要性的共识已形成，为何推行起来

效果却不理想？ 中国农业大学一位就业指导老师告诉记者，

目前大多数学校还是在大四才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他说

：“职业生涯规划是着眼人的长远和全面发展的一项系统工

程，时间跨度非常长，而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

们的兴奋点不在职业规划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复习考研，

或者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份工作，带着这种急功近利的

心态是难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 今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

业的小夏说：“大学里所进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偏重于理

论，有些空泛，参加工作了才知道在大学里进行的一些‘规

划’比较天真。社会现实和理想反差太大了。”有着和小夏

相同感受的毕业生不在少数。 国内资深职业咨询师白玲女士

认为：“真正的职业规划要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帮助学生

认识自我，二是帮助学生认识职业社会。目前很多高校只是

提供了一些理论和信息，而对信息没有深入分析，学生理解

起来有难度，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你没有给他地图，而是给

他很多指示牌，他无法把握自己和这些‘指示牌’有什么关

系。” 前不久，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和航

天四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

赛，吸引了全国12万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总决赛的特邀评委



、新华信管理顾问公司合伙人刘海梅告诉记者：“纵观大赛

选手提交的职业规划报告，凡是得分比较高的，都对相关的

行业背景和职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这是进行职业生涯

规划的重要基础。不建立在对社会行业和职业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职业规划就可能沦为虚无的蓝图和憧憬。” 强化职业

生涯规划从何突破 目前，举办职业生涯规划讲座是高校开展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最重要和常见的方式，这种一对多的方式

效率较高，但却无法依据个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据了

解，西南财经大学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该校成立了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服务中心，建立了大学生

自我测评实验室，配备有专业的规划师队伍，但是能做到这

些的高校，在全国寥寥无几。 “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个性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

导中心择业指导处处长曹殊说出了许多高校就业指导老师的

苦衷，“2003年教育部就提出，学校要将学生学费的1%用于

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要按照与学生1∶500的比例配备专职

就业指导人员，但是这一目标许多学校到现在仍然没有达到

。光是组织招聘活动、联系用人单位等具体的信息服务工作

，学校就业指导机构就已经忙不过来，在此情况下，很难有

时间和精力去深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此外，在许多

高校，充当职业指导的老师大多缺乏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知

识，有些是由系辅导员或校团委老师兼任，他们急需接受相

关专业培训。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评委、北师大

心理学院副教授侯志瑾认为，了解自我是一生的功课，认识

自我不能过多依赖于职业测评工具；对职业的理解不能停留

在理论层面，学校应该充分调动校友、企业界管理人士、创



业成功者等多种资源，或组织一些调研活动，让学生深入了

解社会和不同职业的状况。 资深职业规划师白玲认为，高校

的职业生涯规划应该从大一开始，而且各类专业课教师都应

有意识地灌输相关职业知识，还可以把集体学习和个性化辅

导结合起来，组建学生可以交流的“小组”，可以借助网络

平台提高指导的效率。高校还应该充分借助社会上专业的职

业规划指导力量。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聘请外面的

资深职业顾问或人力资源总监给学生作一对一的辅导，效果

就比较好。 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后，更需要职业生涯规

划指导。这个时候往往是他们最迷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职业规划师杜胜祥认为，学校的服务无力向后延伸，高校毕

业生应树立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不应指望所有服务都

由学校或相关机构免费提供，他们可以通过付费方式寻求社

会职业咨询机构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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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