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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分析与大学生“就业难”的关系探讨 

2010-06-09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摘要：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普遍反映“就业难”，“毕业即失业”等问题。金融危机虽然导致岗位的减

少，但大学生很少理智地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对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比较欠缺，导致“就业难”。本

文谈谈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及其欠缺的表现，并提出改进的可行性方法，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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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如：人才交流市场，公开招聘等，毕业生可以根

据自身条件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事实证明，就业形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现在高校中一些大学生还

没正式毕业就开始为工作而奔波，但当问及他们准备从事什么工作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很茫然，自己也不清

楚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好，可以说，这些学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找工作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机性，

这也是他们“就业难”的一个方面。所以，要想顺利就业，必须要有职业意识，提早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

划，充分认识自己，了解社会，给自己一个合理恰当的定位。平时要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学习，培养自己

的“职业人”意识，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顺利实现就业。职业生涯教育是青年学生顺利实现就

业的不可忽视的砝码，在大学生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终身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欠缺  

  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主体和岗位形式多样化，青年学生可根据自身的能力与意愿从事自己喜欢的

工作，确定自己的生涯道路，有目的地选择职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实现自身价值。但由于青年学

生整日埋头读书，缺乏社会经验，加之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培训与指导，很多青年学生没有制定自己的职业生

涯规划，甚至他们不知道怎样制定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其职业生涯教育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2.1 自我认识欠缺  

  现在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的兴趣、性格与能力等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也不明白自己所喜欢的行业或职业是

否适合自己，他们对自己所学专业及将要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很了解，许多学生平时盲目地学习与尽可

能多的多考证件，他们觉得这样可以拓宽就业面，却缺乏专业知识深度与广度的专研与学习；为了增加工作

经验，不少大学生选择了兼职，做家教、促销员等，也不知这些工作经验与自己将要从事的行业是否相关

联；不少大学生只盯住大城市、大企业和高收入、高福利的单位，很少有人主动愿意去欠发达地区，大学生

的自我评价和职业发展期望过高。  

  2.2 对社会认识欠缺  

  对社会认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就业环境、就业市场，以及就业信息的不对称。青年学生整天以课堂授

课为主，很少接触社会，而且信息不流畅，对就业信息、市场结构不了解，导致人才与岗位的错位。青年学

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对就业信息了解不充分，对就业市场的工种和岗位不清楚，国家的政策法规与有关行

业的发展变化及市场竞争状况，更是一片空白。就业市场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新的就业政策也在变化，青

年学生通过网络、课本、讲座等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信息不对称，青年学生往往都集中

于大型企业与公司，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或部门则不屑一顾，造成就业形势严重失衡。因此，青年学生应该



扩大信息渠道，多了解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把社会需要与自身情况联系起来，顺利实现就业。  

  3 如何改进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一份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青年学生提前培养自己的职业意向，促进就业顺利实现。但由于我国青

年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这方面比较欠缺，以至于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由此，如何改进大学生的职

业生涯教育必须引起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3.1 从自身做起  

  职业生涯规划对青年学生一生的职业道路具有重要作用，但大学生在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时带有不切实际

的特点。青年学生应根据自身情况，提早制定好职业生涯规划，对自己的职业目标有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并

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  

  青年学生在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时，应注意三点:(1)职业生涯规划要尽早制定，在制定之前，多咨询一些

老师、家长和朋友，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社会需要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要具有现实性、阶

段性和具体化。(2)职业生涯规划是对人们一生中的职业生活进行规划，随着自身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

职业生涯规划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自身在制定规划时要有可变通性、可调整性。(3)青年学生

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多听一些关于求职方面的报告、讲座等，多搜集一些求职与就业信息，关注国家就

业政策，培养自己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注重个人的气质和形象，掌握一些求职方法和技巧，结合这些资

料与信息，全面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循序渐进的执行。  

  3.2 从学校抓起  

  学校是一个教育部门，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个人在学校进行加工、包装，才能拿到社会上出售，

个人能否顺利就业，学校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因此，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必须注重青年学生的职业生涯教

育。  

  高等院校可以从三方面抓起:(1)开设正常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程。配备一批专业的教育人员，定期或

不定期的对学生进行培育、指导。在青年学生入学时，就让其对未来的职业有明确的认识。(2)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开设课程。根据社会需求和毕业生反馈的信息，调整专业方向和培养模式，增加对毕业生实际经验的

教育。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工厂、企业等锻炼实习，让学生走出校门，增加其社会阅历。(3)提高就业服务

质量和效率。在高等院校中，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友好，如语气恶劣，匆忙挂断电话等，办

事效率低，满足不了学生就业的需求，跟不上学生求职的步伐，而且爱做一些“表面工程”和“形象工

程”。由此，高等院校确实要改善就业服务质量，不能搞“浮夸风”、“形象工程”，否则，我国高等院校

的职业生涯教育永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永远是教育的一个缺失。  

  3.3 立足社会现实  

  我国的职业生涯教育缺乏社会环境的支持。伴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社会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也越来越

严峻。现在，学生选择专业和学校具有很大的随从性和功利性，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进行人生规划，选

择学校和专业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即使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下，就业和择业还

是举步维艰。  

  职业生涯教育中包括的面试技巧、求职礼仪、就业权益保护等基本的知识在求职过程中会用到，在课堂

教育中被忽略，因此，在求职过程中，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性都体现不出来。另外，企业在招收员工时，都

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它们希望花费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他们在招收员工时，看的是员工的实

力、能力和技能等，而对员工是否具有职业生涯教育并不关心。虽然职业生涯教育与一个人的实力、能力、

素质等有一定的关联，但从目前来看，这种关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培训、教育才能体现出来，职业教育未

引起大家的重视。总而言之，在企业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中，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能力强、经验丰富

的员工，学生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投企业之所好，更重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工作阅历而忽视职业生

涯教育。  

  4 结束语  

  大学生“就业难”是现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有多种原因，客观的和主观的，当

如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国际局势等客观原因我们无能为力时，我们要立足社会现实，从自身做起，从学校

抓起，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素质和技能，完善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把大学生的就业和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主观努力，一定能在客观条件下实现最大化就业，让大学生“就业难”无从谈起，同时，

也避免了人才闲置，充分利用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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