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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8_BF_98_E6_c73_645220.htm 北京某高校的大三学

生小李（女）感慨，大三快结束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看着周围的同学们都在考研，自己也在着手准备，但是却

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专业，更不知道自己以后想从事什

么样的工作。 当我们问到她为什么选择考研的时候，小李很

无奈地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

。” 没有职业方向、没有人生规划、没有准确定位、不能清

楚认识自己，这就是目前大学生迷茫的现状。近日，本报记

者专访了海天教育考研项目总经理梁国亮先生，他针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解读并提出相关建议。 教育哲学的缺失 这次的采

访是在梁国亮先生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墙上挂着“海天教育，实用哲学”的牌子，我们的采

访也就从“教育哲学”开始了。 海天倡导的是学生、社会、

学校共同发展的‘三赢教育’模式。在采访中，梁国亮先生

坦言：“目前我国的教育哲学存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

传统教育存在三大缺失，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教育、对自我认

识的教育、对幸福教育的严重缺失，导致很多学生幸福指数

低下，不知道以后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

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至少有七成以上不知道

自己有何专长、能干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干了。” 长期的应

试教育导致学生根本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似乎学习只

是为了考试，于是，当他们真正要走向社会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学习和职业是脱节的。梁国亮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应



当和职业导向挂钩。应当让学生明白和清楚认识自己的定位

和职业方向，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分。 “幸福教育”的缺失使

现在的学生搞不清楚幸福是什么。梁国亮说：“人活着是为

了一个情字，这其中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和各种各样的情

感。人应当为幸福而活，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金钱

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全部，事业和爱情应当是支撑幸福的

两大支柱。事业对人的价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采访

中，梁国亮给记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人一生中有5

个球，分别是健康、朋友、爱情、亲人、事业，只有事业是

弹力球，其他的都是玻璃球，一摔就会碎，因此“事业是我

们要用一生去奋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找到定位

、找到自己的自身优势，这样才能更容易在事业上成功”。

真正的教育模式应当是：了解自己找到优势匹配专业好的职

业得到幸福。可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没能教会孩子们如何

把握幸福，如何定位自己”。 最核心的问题是了解自己 “在

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感触太大了

。想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培养自我认识的意识，有些学生在听

完我的讲座后给我写信，说得相当感慨：不知道自己的人生

走向在哪里。这也正是很多的大学生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他

们之所以迷茫，就是自己不了解自己。在这次开两会的时候

，说到了大学生上大学之前要一年军训或者大学毕业之后再

来半年的过渡期的工作，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最核心的

问题还是要了解自己。无论是选择自己的专业还是选择你的

职业，还是选择你的爱人，首先要以自己的内因为出发点，

要记住，一块石头是永远孵不出来小鸡的。” 梁国亮用削足

适履的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你去买鞋的时候是根据脚的



大小选鞋还是根据鞋子的大小调整自己脚的尺寸呢？超级简

单的道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惨剧经常发生。无论

在选择事业、职业、专业还是爱人的时候，很多人犯这样的

错误，既把自己的性格调整了，去适合自己的专业或者职业

，或者你爱的人，这都是非常可悲的。没有不完美的性格，

只有不完美的定位。只能去发现优势，很难改变优势。尽可

能让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完美匹配。所以

了解自己、找到优势很重要，一个人发挥10%的优势和发

挥90%的优势他所创造出来的成绩是不一样的。最适合自己

的定位是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交集，而自身因素占到

了70%。” 在采访现场，梁国亮还给记者分析了霍兰德理论

的基本模型。霍兰德是美国著名的职业生涯指导专家，他将

职业选择看做一个人人格的延伸。他认为，职业选择也是人

格的表现。同一职业团体内的人有相似的人格，因此对很多

问题会有相似的反应，从而产生类似的人际环境。他强调：

个人的人格与工作环境之间的适配和对应是职业满意度、职

业稳定性与职业成就的基础。由此，霍兰德假设：在我们的

文化里，大多数人可以分为六种人格类型，这六种类型可以

按照固定顺序排成一个六角型，对角线上的是最不匹配的。

现在的大学生应当了解这个，这对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定位

有很大帮助。 自我认识 越早越好 “自我认识应当越早越好，

我们一定要做到所谓的人职匹配，这样就得做比较好的人生

规划。我曾经也走过弯路，我的大学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最先报考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国际会计

。我真不是学会计的料，太痛苦了。后来就去学了企业管理

，再后来发现自己在心理教育学方面很有优势也很适合，就



做到了今天这样的位置。” 梁先生认为，作为一名学生在高

考的时候就应该做好人生定位和职业规划，高考对很多人来

说都是盲目的，读到了大学以后，专业转换的可能性是很小

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学生选择考研，并且进行专业调整

。考研是一种战略性“逃避”。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

压力激增，很多学生纷纷选择考研暂避金融危机；还有一些

同学选择通过考研，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给自己做规划，积

蓄力量等待两三年后有更好的发展。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

的是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作为大学应届毕业生，当前究竟

该求职还是该准备考研？自己的职业兴趣是什么？潜在的竞

争优势在哪里？为帮助更多的大学生深入了解自己的性格特

点、职业兴趣、能力倾向、态度价值观，海天教育集团研发

出了能够指导大学生未来发展的系列测评工具。“如何设计

自己的未来令大学生们困惑，需要加强人生的指导。对前来

海天咨询的学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

定位，告诉他们考研要和职业目标相契合，而不是盲目地考

研。海天希望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办教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学生，让他们及时走出迷茫，成为有

用之才。”记者在采访时也做了一套测评试题，梁国亮先生

从性格、优势、职业方向等各方面都给出了详细的点评。他

说：“前来做测评的学生，我们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作指导

和分析。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自己，走出迷茫。” 在采访结

束后，我看到梁国亮先生电脑里的一段话：“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该给自己时间静静地坐着，并让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合

二为一，静默片刻。竖耳倾听来自内心的微小声音。透过独

处和深思，我们才看穿表象，深入内在；我们可以用心体验



，而不只是用脑袋猜想。而由直觉产生的力量，可以超越自

然和生理，并接受在信仰方面一些不可知的事物。” 这段话

正如梁国亮先生希望大学生朋友们的那样，能够真正地、理

性地了解自己，努力思考，准确定位，朝着自己的方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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