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篇一

研究现象：研究当今社会大学生的创业路程上应对挫折和困
难的心态。

研究目的：主要研究大学生的创业路程和主要经历，在现实
社会中是否能够经受各种磨练，能否保持正确的生活观，正
确的对待生活和未来。

研究对象：在校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访谈人物在校大四学生

从事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访谈地点网上

访谈日期20xx-5-16

访谈过程

（在以下访谈中，z代表李师姐，w代表采访者）

w：您认为成功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z：自信，最重要就系学识点样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重新开始。



w：您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w：当面对挫折时您是怎么做的？

z：开头肯定会难过，不过我会细心剖析自己噶错误，然后重
新开始。

w：你所从事的工作与您所学的专业是否一致呢？

z：不是。

w：您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吗？

z：暂时没有什么长远计划，现在还在学习当中，让自己的技
能更加成熟。

w：您是如何看待机会的？

z：俗话说，机会是留给有能力的人。所以在机会来临之前，
要好好充足自己。同时也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可以晋升或者学
习的机会，人非完人，不要因自己没能力等借口而放弃，你
可以在这过程中慢慢地磨练自己，否则你会后悔。

z：首先，我对在校学习的学生说，要多多反省自己，在大学
期间学到了什么，这样的生活好吗？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自己
以后有帮助嘛？假如觉得不好，就得狠下心来，好好去改变，
做一些自己无怨无悔的事情，让自己以后回忆起自己的大学
生活时不会有所遗憾。

还有刚开始去找工作，不要计较工资的多少，反而要计较自
己到底能做什么。刚踏出社会，最重要的是经验，当你自己
可以做到别人没你不行时，你才有资本去得到更高的待遇，
这时你离成功不远了！



w：感谢师姐的配合，祝您在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篇二

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梦想。

没有梦想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同无头
苍蝇似的到处碰壁。很多人现代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
化发展很快，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个长期的规划。佛家
有云：“缘自性空”、“空无自性”。的确在现代社会，人
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更新换代发展非常快。如果如我们
柔弱的个体，不加紧自己的脚步，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学
习，将很难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那么对于在校北京生该怎样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呢？众所周
知，职业生涯包括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对于在校北京
生，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知晓自己的优点、缺
点等等。另外在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的时候要明确
自己的兴趣，明确自己的目标，通过目标的明确要找准自己
日后的社会地位定位，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当然在这个
过程当中必须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能力，并对当代社会对
自己的职业的要求和职业本身的发展前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

针对我个人而言，在人际关系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是非常重
要的。福柯有一著名的“话语权力”理论，提出的就是一个
话语平台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必
须懂得找准自己的角色。通过独善其身来达到一个更高的话
语平台。

第二章、认识自我

个人基本情况：酷爱思考，以“我思故我在”为意识自己存
在的信条。注重厚积薄发，对一切我所不了解的事情都具有



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适合于一份研究的工作。但本人实践
能力也不错，曾在大一和几个朋友一直努力创建一个协会。
由于协会所处理事务范围太大，涉及北京生素质这一大的方
面，在团委那未活得批准。协会前期开展了很多的社会实践
活动，包括联系商家，组织会员进行社会活动等等，活得了
一些成功。同时从读书到大一一直担任着班委或者其他学生
自治组织等社会活动。于高中获得过演讲比赛二等奖，优秀
播音员等荣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能是由于自己生活
在农村有很大的关系)，曾和老爸一块去东部发达省份打过工，
对农民工的社会状况有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职业兴趣：通过
从接近20年来的生活体验来看，我的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思
考这一方面。具有着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我的职业
兴趣是一个研究性的学者，如果要有一个职业定位的话，我
希望是北京教授。另外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专业或者未来的
生活经历的变化，有预备不同的职业定向。

职业能力及其适应性：我具有很强的学术思辨能力，从来不
迷从于权威。已经阅览过哲学原著或者其他相关著作80部左
右，从高中开始正式接触哲学。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并善
于发现问题。有一著名的学者说过“真正的能力不在解决收
集整理]问题而在发现问题”。对于在岗位上的人际关系和升
迁等问题，已经变的不重要了。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想以
真诚待人必将活得别人同等的真诚。我并不看重别人的回赠
够不够多，只在乎我帮助别人的够不够多。“注重回报的帮
助从一开始就不是帮助”。另外，我的价值取向是“知乐行
善”，因此也就不会存在多少人际关系上的困惑，如果人际
关系上有困惑那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我从小就没有在人际
关系上有过多的纠缠。

职业价值观：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的人，我的职业价值也会偏向救济社会这边。以我的笔
触去影响别人的灵魂，如果能够影响世人的灵魂，如果苦行
僧可以作为一种职业的话，我很乐意去做一个苦行僧。学过
哲学的人到最后都不会过多的去在乎自己的价值实现了没有，



因为哲学的最高境界已经把价值这一概念从哲学家的头脑中
给划走了。如果非要给一个价值的话，那就是我的思考有新
的发现，如果能影响所在领域的进程，或者给人类的发展产
生影响那就是我的价值。多少人穷其一生也只有微弱的发现，
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呢。

胜任能力：这里就不在做过多的分析了。社会上最大的一个
误区就是给世人宣扬了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谎言，这会
导致很多如我一样之凡夫俗子一个做梦的机会，但最终的结
果是社会充斥着实际能力并不怎么样的，但却始终执着自己
一个不能胜任的职业上。自我分析小结：

哲学最大的悲哀是创设了“自我”，而人类最大的悲哀是强
化了“自我”。

“生有涯，而学无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我是一个在海滩上拾石子的人，偶尔拾到了一两块
石头，但真理的海洋尚未被我们发现。”

我要加强不断学习，而另外一个主要限制点就是在不断学习
的同时加强自己的身体锻炼，我身体很弱，从小就体弱多病。
于大一还上了在成都住了一个多月院，“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因此有必要加强身体锻炼，加强营养。

第四章：职业生涯条件分析

家庭条件分析：我生活在国家级贫困县，而我们那村落处在
高山上，虽然这座上就是著名的大别山。当地人生活水平很
低，当然我们家也不例外。我很喜欢买书，可是总是得想着
家里的经历条件，虽然现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于一个要
支付庞大的大学学费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在是没有更多的
经历去供养这个孩子其他的素质方面的培养了。由于我们家
只有我还能称上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时父母对孩子的痛爱，
父母总是砸锅卖铁为孩子的梦想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哪怕是



只剩下最后的力气——多么感人的父爱母爱啊——向父母致
敬！

学校条件分析：对于一个在普通高校的学生总是喜欢贬低自
己的学校，当然了社会的确给与不同学校的学生不同的礼遇。
但很少有学生意识到这其实是自己的原因。我们学校其实不
乏好老师，各种硬件设施都居全国首列。只要把自己的能力
锻炼到最强，还怕找不到工作。而且我的一个初期目标是考
上北京大学的西哲研究生，然后须通过司法考试，也就不存
在以我们学校为一个终极判断了，也就是说在学校、律师证、
北大西哲硕士生文凭三种可供社会挑选的评价的“纸器”(有
人说我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纸器社会时代)，学校绝对就居于
次要地位了，也就不在重要了。

社会环境分析：的确，现代社会是一个理工科的社会，对于
文科学生似乎找工作很难。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是一切价值的
最终价值，只有第一时间转换成生产力的工作和技能才能被
社会给认同。这是由于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造成的。
由于对经济的过度光注，很容易导致人的异化。而且如果对
西方哲学有较多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现在根基已经受
到了很大的打击，西方的思想家都在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
帮助。对于未来社会来说，必然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之期，
关于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问题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
因此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未来的世界必然是你走在时代的
最前沿——但必须要注意就是你要有能力！

职业环境分析：根据我接触的一些大学老师，根据我的一些
体验。往往是有才的，就是有棱角的，有棱角的就不被官方
思想者所认同，也很难活得在一个像样的职位(当然了，他都
那么有才了还在乎这些职位么)。如果非要把思想者划分为官
方思想者和民间思想者的话，那么民间思想者生存问题的确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做假现象相当严重，学校
不是以老师的实际能力作为标准来衡量，即使是以实际能力
来衡量一个老师，那也是规定某某老师要在多少年内完成多



少多少论文等等，导致现在中国的学术界没有几篇像样的论
文了。同时中国文化本身就对权威有很大的迷从，中国人从
来就具有一个“英雄崇拜”的情结。王选说了这样一句
话，“既然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就要退下来将我的位置留
给后生们”。多么了不起的人啊！有些人的能力实在是不敢
恭维，还一直站在那个位置不肯退下来，中国就应该废出什
么院士制度，或者完善院士制度。不过现代这个开放的环境，
在中国不行，去外国发展去吧！

第五章、职业生涯条件分析小结

第六章、职业目标定位及其分解组合

职业目标的确定：大学教授

职业目标的分解与组合：

职业目标分为短期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的建构必须为长期
目标服务。对于做为大学生的我来说，首先要加强本专业知
识的学习，另外就是不断拓展课外知识，因为毕竟还有两年
的时间。然后在两年之后如何能够顺利的考上研究生，努力
加深自己的研究，同时拓展自己在其他领域的能力。研究生
毕业以后的事情，待定！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篇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无论眼底闪过的憧
憬多么美丽，如果没有付诸行动，那么，一切都只是镜中花，
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因此，必须坚持信念，必须持之以
恒，必须脚踏实地，我相信只要自己全力以赴的努力，一定
会走出精彩的行政管理之路！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篇四

一、确定志向俗话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综观古
今中外，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
有远大的志向。立志是人生的起跑点，反映着一个人的理想、
胸怀、情趣和价值观，影响着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及成就。所
以，在进行职业生涯设计时，首先要确立志向，这是进行职
业生涯设计的关键，也是生涯设计最重要的一点。

二、自我评估自我评估就是对自己做全面分析，通过自我分
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因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对自
己的职业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涯路
线，才能对自己的生涯目标作出最佳抉择。因此，自我评估
是生涯设计的重要步骤之一。通常自我评估包括自己的兴趣、
特长、性格、学识、技能、智商、情商以及组织管理、协调、
活动能力等。

三、职业生涯机会的评估生涯机会的评估，主要分析内外因
素对自己生涯发展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
离开了这个环境，便无法生存与成长。所以，在制定个人的
职业生涯规划时，要分析环境条件的特点、环境的发展变化
情况、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的地位、环境
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以及环境对自己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等等。
只有对这些环境因素充分了解，才能做到复杂的环境中避害
趋利，使生涯规划具有实际意义。环境因素评估主要包括：
组织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

四、职业的选择通过自我评估、生涯机会的评估，认识自己、
分析环境，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职业做出选择。也就是在职
业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即自己的性格、兴趣
和特长；要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对自己的影响。分析自我、
了解自己、分析环境、了解职业世界，使自己的性格、兴趣、
特长与职业相吻合。这一点对将步入社会初选职业的大学生
非常重要。



五、确定职业生涯路线在职业选择后，还须考虑向哪一路线
发展。即是走行政管理路线，向行政方面发展，还是走专业
技术路线，向业务方面发展等等。发展路线不同，对其要求
也就不同，这一点也不能忽视。因为，即使同一职业，也有
不同的岗位，有的人适合搞行政，可在管理方面大显身手，
成为一名卓越的管理人才；有的人适合搞研究，可在某一领
域有所突破，成为一名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的人适合搞经营，
可在商海大战中屡建功勋，成为一名经营人才。如果一个人
不具有管理才能，却选择了行政管理路线，这个人就很难成
就事业。

六、设定职业生涯目标生涯目标的设定，其抉择是以自己的
最佳才能、最优性格、最大兴趣、最有利的环境等条件为依
据。通常职业目标分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人生
目标。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篇五

职业锚的概念是由美国埃德加·施恩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职
业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天资、能力、动机、需要、态度和价
值观等慢慢地形成较为明晰的与职业有关的自我概念。随着
一个人对自己越来越了解，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一
个占主要地位的职业锚。所谓职业锚就是指当一个人不得不
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或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
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正如"职业锚"这一名词中"锚"
的含义一样，职业锚实际上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
时所围绕的中心。一个人对自己的天资和能力、动机和需要
以及态度和价值观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的
职业锚到底是什么。施恩根据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指
出，要想对职业锚提前进行预测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一个
人的职业锚是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探
索过程所产生的动态结果。



有些人也许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职业锚是什么，直到他们不
得不做出某种重大选择的时候，一个人过去的所有工作经历、
兴趣、资质、性向等等才会集合成一个富有意义的模式（或
职业锚），这个模式或职业锚会告诉此人，对他或她个人来
说，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施恩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
提出了以下五种职业锚：

一、技术或功能型职业锚

具有较强的技术或功能型职业锚的人往往不愿意选择那些带
有一般管理性质的职业。相反，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能
够保证自己在既定的技术或功能领域中不断发展的职业。

二、管理型职业锚

有些人则表现出成为管理人员的强烈动机，承担较高责任的
管理职位是这些人的最终目标。当追问他们为什么相信自己
具备获得这些职位所必需的技能的时候，许多人回答说，他
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管理职位，是由于他们认为自
己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1)分析能力（在信息不完全以
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人际沟通能力（在各种层次上影响、监督、领导、操纵以
及控制他人的能力）； (3)情感能力（在情感和人际危机面
前只会受到激励而不会受其困扰和削弱的能力以及在较高的
责任压力下不会变得无所作为的能力）。

三、创造型职业锚

有些大学生有这样一种需要：建立或创设某种完全属于自己
的东西——一件署着他们名字的产品或工艺、一家他们自己
的公司或一批反映他们成就的个人财富等等。

四、自主与独立型职业锚



有些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似乎被一种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需
要所驱使着，他们希望摆脱那种因在大企业中工作而依赖别
人的境况，因为，当一个人在某家大企业中工作的时候，他
或她的提升、工作调动、薪金等诸多方面都难免要受别人的
摆布。这些毕业生中有许多人还有着强烈的技术或功能导向。
然而，他们却不是到某一个企业中去追求这种职业导向，而
是决定成为一位咨询专家，要么是自己独立工作，要么是作
为一个相对较小的企业中的合伙人来工作。

五、安全型职业锚

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极为重视长期的职业稳定和工作的保障，
他们似乎比较愿意去从事这样一类职业：这些职业应当能够
提供有保障的工作、体面的收入以及可_的未来生活。这种
可_的未来生活通常是由良好的退休计划和较高的退休金来保
证的。对于那些对地理安全性更感兴趣的人来说，如果追求
更为优越的职业，意味着将要在他们的生活中注入一种不稳
定或保障较差的地域因素的话，那么他们会觉得在一个熟悉
的环境中维持一种稳定的、有保障的职业对他们来说是更为
重要的。对于另外一些追求安全型职业锚的人来说，安全则
是意味着所依托的组织的安全性。他们可能优先选择到政府
机关工作，因为政府公务员看来还是一种终身性的职业。这
些人显然更愿意让他们的雇主来决定他们去从事何种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