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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论文首先辨析了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源，批驳了将就业难的责任推脱给大学生

本身的错误观念，指出了高校教育体制的弊端是其产品——毕业生走向市场后失败的根本原因。然后重

点讨论高校增加职业规划教学内容的必要性，课程设置的内容和教学方法。最后比较分析了职业规划课

程与一般性的就业指导课程的区别，进一步说明了开设职业规划课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制度改革，课程设置。 

 

 

当前大学生面临的最直接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毕业后就业难，这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212万人，2004年是280万人左右，2005年全国大学

毕业生已经达到338万人。据预测，在200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很可能达到380万人。在每年社会新增就

业机会数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趋严重。据

统计，截至2000年6月，我国各类高校毕业生中待业人数有30万人左右，2001年超过34.5万人，2003年达

到63.67万人。毕业即失业，造成了“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又有抬头。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源辨析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由“计划分配”到“供需

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等几个发展阶段，最终发展到现在的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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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大学生就业制度。这种制度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宏观调

控、遵循市场规律，并按照毕业生就业的规律、特点来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最终目的就是把大学生就

业推向了市场，使有就业愿望的广大毕业生得到充分就业。然而，近几年学生就业的形势并没有按照预

想的那样发展，反而出现毕业就失业、就业非常困难的局面。 

大学生就业难，为什么难，究竟难在哪儿？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太多，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较低，这是高教扩招的一大失败，而这个

失败势必会牵涉到好多行业性的不良性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称为“心态说”。 某个社会学家针对一些大学生“扩招大学生岂是后娘养的”的抱

怨，批评大学生群体“过于悲观和愤世嫉俗”，“需要有个心理调节的过程”，“要拥有良好的心

态”。似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或失业率没什么，就是心态不好造成的。 

笔者不认同以上两种观点。 

首先说心态问题。眼高手低、身无长技的大学毕业生肯定有，非大城市不留、非体面单位不进的大

学毕业生也肯定有。但一些学者拿心态说事纯属是 “自欺欺人”。经过这几年的舆论导向，大学毕业生

就业难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在校学生早就没有了“天之骄子”高傲心理，其就业心态现实了很

多。纯属心态问题导致就业难的毕业生比重还能有多少？更何况要求大学生都有擦皮鞋、做泥瓦匠的心

态也属强人所难。就算大学生心态突然好起来了，饥不择食，有啥活干啥活。可心态再好弥补不了学非

所用的社会成本和家庭的学费开支。家庭、社会的大量投入回报何在？学非所用就是浪费，这个帐又怎

么算？所以在清算大学生心态的同时，也有必要清算一些学者“叶公好龙”的心态。 

“心态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大学生非大城市不入，都聚集在“天、南、海、北”（天津、

南京、上海、北京）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愿意到农村去、到中西部去。这样有的学者就说大城市进

不了，就“调试好心理”进偏远地区吧。调整好心态、响应号召、作一些牺牲，到广大的农村去，到

老、少、边、穷地区去创业，而且教育学生“城市越大固然就业机会越多，但是就业竞争也越激烈，污

染噪音，交通阻塞，人际关系冷漠等城市病也随之而生，城市大并不一定适合人居”等等。可是，事实

情况是真正去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很少，过了一两年能留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那么，大学毕业生为

何总拥挤在大城市？答案表面上很简单，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不均等，就业于城市能够获得在

农村无法比拟的收益。 

笔者认为大学毕业生仅仅钟情于城市，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城市指向的——其

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特点。学生在这种城市指向的教育体制下

学习，其掌握的知识技能绝大多数也是城市指向的，带有城市专用性特点，拥有这种知识结构的大学毕

业生并不适合在农村就业，再加之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城市，即便

是在城市自愿失业也在所不惜。“心态说”的学者照理说不应该无视这种现象，年复一年重演的现象，

虽然说这些学者都居住在大城市里面做着调查研究。 

再说大学生毕业生是否真的存在数量过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多，也不多”。

说“多”，是指高教扩招后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不是阶梯式前进的，而是跨越式大幅度提高，就

业压力急剧增大。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大学毕业生每年有300-400万人的涌向市场。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社会的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大约在700-800万个左右，就这一数字对比而言，有些

部门的领导和某些学者就此说“大学毕业生理应有比较大的就业空间”。实际上，这七、八百万个工作

职位不单单是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它们对学历要求有高、中、低之分，对从业经验要求也有多和少的

划分，不一定都适合大学毕业生。更何况有些岗位即便适合于大学生就业，企业也不一定招收大学生，

因为前几年大学毕业生给众多企业留下了好高骛远、夸夸其谈、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差的坏印象。这

样，也就解释了在形形色色的人才招聘市场中，为什么有很多企业打出“应届毕业生免谈”的牌子。说

“不多”，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进入到大众化教育的初期阶段，大学毕业生的相对数量还不

算多。2003年，我国大学生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重为15%，刚刚跨过了高教大众化的“门槛”。

而发展水平接近的菲律宾和泰国就达到31%和35%，就连印度都有16%，西方国家更达到50-80%（《中国大

学生就业》2004年第1期，第4页）。同样，200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中，大学毕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仅

有5%，而同时期美国达到35%（《南风窗》2004年第3期，第10页）。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

学招生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高等教育不再是“阳春白雪”，会越来越“大众化”，这是我国教育发展

的必然趋势。 

因此，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能指望“走回头路”，不能靠所谓的政策减少招生数量，这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不是大学生太多，问题是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大学生自

己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因此出现人多就业难，事实上是“闲

人多、胜任难”，很多地方出现了“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现在，家长与社会都把这种责

任归并到大学生本人，确实有少数大学生并不是真正学习，但是不能把这种责任完全让大学生来承担，

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大学生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毕业生等各方面协同配合。在大学

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境中，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学体制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高等教育的体制之困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关键问题在学校，在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的弊

端。 

首先是现在大学给学生所开设的课程不合理。既然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为了适应社会，不是适应大学

文凭，那么教育就应该跟社会靠拢。学生在校期间，就应该对其进行职业生涯教育，这一点是毋庸质疑

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学龄前就已经开始了，但目前我国毕业生在即将

跨出校门走向社会时往往是盲目的。而现行的教育体制能够给予学生的帮助却是有限的，甚至是无效

的。目前整个高等教育的内容体系，没有针对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大学生学到的东西或陈旧或没

有实际应用的意义，对将来就业也没有帮助，学生当然也不会感兴趣。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社会发展

对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的要求来说，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这种滞后是教育的提供方

在时代迅速变化的背景下，面对教育迅速增长的需求的滞后，也是相对于社会的滞后。 

其次是学校对自身是教育服务内容的提供商的定位不明确。现在的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自费型教

育，学生与学校已经构成了双方的买卖关系，双方就应该对彼此负责到底，但是现在好多学校只抓招生



不抓就业。与招生工作全校动员，教学工作始终处于中心的情况相比，学生就业指导尤其是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并未得到学校的充分重视。仅仅凭借几节短短的毕业生就业指导课，远远不够也为时过晚。大多

数学校还在认为，只要学生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这份工作是否符合学生的个性和

特长，是否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能力，则无需了解。 

 

三、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意义 

 

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怎样培养学生必须成为高校反复思考的最重要问题。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是人生的一大转折，能否在此转折之际反思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尽早对社会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继而

相应地在心理、观念、技能等方面做好准备，对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进行有效的设计和决策，成为大学

生能否顺利完成向社会人转变，逐步走向成功的关键。 

因此，高校有必要在现有教学体系中增加针对大学生特点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系列课程。 

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的职业经历。职业经历包括职业的类型、职位、工作经验和任务，它受到

个人价值、情感、需要和社会需求的影响。职业生涯主要由时间、范围和深度等要素构成。时间指的是

人的职业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比如，职业初期、职业中期、职业后期等；范围指的是从事不同类型的职

业角色；深度指的是一种职业投入和回报所达到的程度。 

扎实的学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实现职业理想的内在因素，“明天”职业理想的实现依赖于

今天的勤奋努力。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对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类型和具体的职业特点进行分析，使今天

的在校学习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意识到学习的社会意义，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和综合能

力，培养了吃苦精神。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具体措施和安排，有助于“今天”的养成教育，在生活中学会

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处事，不断鞭策自己，督促自我，掌握职业技能，为将来顺利择业就业奠定基

础。 

综上所述，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大学在校生的学习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能够帮助大学毕业生

全面地分析自身地条件，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握人生的机遇，顺利地实现立业、创业的理想，实现

人生的价值。 

 

四、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内容 

 

在高校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首先应针对学校教育和在校学生的特点，内容上不能生搬硬套

在职人员的职业规划课程的内容，要结合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把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知识和教学实

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教学时间安排上，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习要从新生入学就开始，向新生们灌输对大学四年的人生

规划，这些是他们未来职业生涯规划的起步阶段。为了使课程对学生更加有吸引力，最好是在理论学习

前，先邀请一些已经毕业的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等师兄师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

些刚走出高中校园的新生，在大学里该怎么做才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才能学到更多、更有用的知识，



怎样安排好课余时间，让锻炼好自身的能力，以便更好的面对以后社会的挑战，实现双赢的目的。 

在教学内容安排上，职业生涯规划的理论课程部分，最好在大二学年末前结束，余下来的时间留作

实践活动。而且，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重点强调学以致用，课后，学生根据学到的职业规划的评估

分析知识，再借助于职业兴趣测验和性格测验，对自己做出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对个人的需求、能

力、兴趣、性格、气质等等的分析，以确定什么样的职业比较适合自己和自己具备哪些能力。这些问题

确定后，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 

一般来说，许多高校都要求学生在大二和大三的暑假期间都有一个专业实习，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检

验自己的实践机会，学校和教师应该根据各个学生的职业规划内容，提供给学生对应的实习机会为未来

就业和职业生涯打基础，而不是像当前一些高校将专业实习视作是走过场或者一些学生将其打工赚钱的

机会。 

在教学手段上，应从个案分析入手，根据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讲授职业生涯理论、内容和影响因

素，重点讲解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原理、规划的内容和步骤、目标的实现方法、实施规划的策略、规划

初期的管理，最终达到学有所用，规划好自身未来的职业生涯的目的。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方法，为自己的未来制定计划。从而提高最

高的学习效率，在课余时间里参加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获得支配时间、使用时间的最高效率，摆脱迷

茫。经过理论和实践循序渐进的教育指导，力求使学生们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从事什么样的

职业，为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需要怎样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 

 

五、结  论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大学生们的情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

化。过去那种“天之骄子”的从容和优越感，逐渐被严峻的就业现实带来的焦虑和压力所取代。国家对

毕业生不再“统包统分”，毕业后工作难求的局面已然形成。这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讲或许是一种进

步，但对当代的大学生们则无疑是一种挑战。如何面对即将步入的现实社会，如果在竞争的压力下自我

成才并进而走向成功，这是每一个莘莘学子都面临的共同课题。为了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准备人生，我们

每一个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者，需要赶快补上以学校为主渠道地生涯规划和辅导课程，力求使大学

生们在走向职业生活之前，从观念、心态、知识、技能等方面做好应对职业挑战的全面准备。 

 

参考文献： 

[1]卜欣欣、陆爱平：《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刘俊彦：《大学生职业生涯设计》，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龙立荣、李晔：《职业生涯管理》，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吕宁：《职业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8月版。 

[5]杨勇：《职业指导与就业技巧》，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1月版。 

[6]詹一虹、李炎芳：《研究生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范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7]姚裕群：《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注：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JC630083）资助。 

 

 

明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教育学硕士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邮政编码：100024 

 

责任编辑：木新月、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