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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引导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已成为高校职业生涯教育重

要课题，但目前也存在着目标不清、定位不准等问题。通过调查发现，要提高职业生涯教育功效，

需要明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目标，构建以专业思想辨析、学习目标定位、成才目标指导和就业

目标选择为主体的职业生涯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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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力
资源理论的发展，传统的职业指导逐渐发展为职

业生涯教育并登上历史舞台，１９７１ 年美国联邦教
育署署长马伦（Ｍａｒｌａｎｄ）首次提出了“职业生涯
教育”观念，拉开了美国现代职业生涯教育运动

的序幕［１］。从此，美、英、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

将职业生涯教育与规划列为必修课，而且贯穿于

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而在我国，高校扩招、民工进

城、就业期望的演变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也

给他们带来了就业的迷惘。如何引导学生开展职

业生涯规划，提高学生就业准备，已经成为高校学

生工作重要课题。但职业指导中存在的诸多误

区，又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职业生涯教育。本文

依据有关职业生涯理论，指出大学生职业生涯教

育具有与企业职业生涯教育不同的特征；同时，结

合我们的调查实践①，深入剖析大学生对职业生

涯客观需求，提出了相对完整的大学生职业生涯

教育目标与体系。

一、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目标定位

（一）职业生涯教育内涵

美国组织行为专家道格拉斯·霍尔（Ｄｏｕｇｌａｓ
Ｔ． Ｈａｌｌ）认为，职业生涯是一个人一生工作经历
中所包括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２］。职业生涯规

划（ｃａｒｅ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简称生涯规划，就是指个人与
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

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

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

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

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因此，生涯设计的目的绝不仅是帮助个人按照自

己的资历条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达到与实现

个人目标，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人真正了解自己，为

自己定下事业大计，筹划未来，拟定一生的发展方

—９９—

①对学生的调查问卷，笔者连续做了四年（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８ 年）。
由于本文重点在于从学生毕业就业需求角度来反馈大学生职业

生涯开展的重要性，而并非从纵向进行对比，因此仅使用了 ２００５
年时的调查结果。



向，根据主客观条件设计出合理且可行的职业生

涯发展方向［３］。

职业生涯教育就是通过职业生涯理论学习，

培养良好劳动观和职业观，使学生学习相应的职

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了解自己，积极主动地设计

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路径与计划。

在国外，职业生涯教育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

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培训中，也已深入到各级

学校中。如从 １９６２ 年制定实施的《职业教育法》
到 ２００６ 年的《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
界》和《生涯和技术教育改进法》，美国一直以立

法的方式促进该国各阶层、各年龄段人的职业生

涯与技术教育［４］。而日本推行了“职业生涯综

合计划”，以此促进国民职业生涯教育与规划。

该计划包含了以小学至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为

对象的“新体验计划”；以大学生、研究生为对

象，培养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才的“高度职业生

涯计划”和以谋求自由职业者能力提高的“自由

职业者再教育计划”［５］。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与企业职业生涯

教育差异分析

在中国，职业生涯教育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

所开展的、针对本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培训、辅导

与设计。近年来，由于高校就业压力的增加、毕业

生就业的迷惘，职业生涯规划逐步引入到高校教

育之中，但这两种职业生涯规划存在诸多不同。

首先，对象与背景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大

学生正在接受相关专业知识训练，但他们是否真

正认可该专业并使之成为其未来的职业，还存在

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企业员工在进入企业之

时，基本已经接受完某一方面的专业训练，准备或

已经从事具体的专业工作。其中多数人可能一生

都从事这一职业。

其次，职业生涯设计价值取向不同。大学生

的职业生涯教育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职业观、就业观和人生观，从而更好地指导学生的

专业学习和毕业就业。而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

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发展培养坚实的、优秀的、

因人而异的后备人才。

第三，方式和手段不同。企业对员工的职业

生涯教育专业化程度高、规范化和针对性程度强、

可资利用的资源广。而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刚刚

起步，培训者以从事学工工作的辅导员为主，且基

本不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职业生涯教育与规

划指导经验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少。

第四，内容不同。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主

要接合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培养学生对职业的

认知、认同，以便设计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而企业对员工的职业生涯教育，主要根据企业发

展需要和员工个人特点，量身定做，尽可能提供给

员工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鉴于以上差异的存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的目标应有别于企业员工职业生涯教育的目标。

（三）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目标

企业员工职业生涯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职业

生涯教育，培养适应企业各业务领域、各技能岗位

职责和能力要求的职业人员。高校则不同。作为

从事高等教育的基本单位，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应成为沟通社会需求（职业需求）—学生学习（专

业学习）—学校教育（专业教育）的桥梁。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目

标是以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大学四年学

制安排，开展全过程职业生涯设计与定位辅导，

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较准确的把握与定

位，同时促进学校专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和完善。

具体而言：

１． 帮助学生自进入大学起就能够明确自己
的人生方向和专业定位；

２．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才观、学
习观、就业观和职业观；

３． 帮助学生确立大学各个阶段成长、成才的
目标和任务；

４． 使学生在正确的人生观指导下，能够稳固
专业思想，提高专业知识学习兴趣，促进学风

建设；

５． 帮助学生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有更好的
起点与追求；

６． 追踪职业发展变化，动态了解社会对各专
业的需求变化，尤其是专业知识的更新变化，从而

促进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以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竞争力。

二、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现实需求比较

为达到职业生涯教育的目标，构建职业生涯

教育的体系，提高职业生涯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我们从 ２００５ 年起每年都对毕业生和新生
—００１—



两类人员的职业生涯教育需求状况进行调查

分析①。

（一）就业成功的因素比较

哪些因素有利于学生顺利就业，哪些因素有

　 　 　 　

利于学生在就业中占据有利地位或竞争优势，是

同学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在大学生职业生涯

教育中应当重点引导的问题。表 １ 列示了问卷设
定的若干选项以及学生答卷的统计结果。

表 １　 影响成功就业的因素比较

序号
已就业同学选择 未就业同学选择

选择项 比例 选择项 比例

Ａ 有关系 １０． ７５％ 没有关系帮助 １１． ９％
Ｂ 专业好 ３８． ７９％ 自己条件不行（指学习成绩方面） １０． ７１％
Ｃ 综合素质强 ６６． ３６％ 目标定位不准 ４２． ８６％
Ｄ 外貌佳 ７． ４８％ 准备太晚，如由于考研。 ２３． ３１％
Ｅ 性别优势 ８． ４１％ 专业不好 ３． ５７％
Ｆ 社团生活经历（含担任有关学生干部）丰富 ２５． ７％ 运气太差 １１． ９％
Ｇ 获取过奖学金 ３０． ３７％ 性别原因 ９． ５２％
Ｈ 有关职业资格证书 １７． ７６％ 身体原因 １． １９％
Ｉ 其他 ７． ９４％ 不知如何找工作 ２７． ３８％
Ｊ 其他 ２０． ２４％

　 　 １． 已就业同学认为，促使其就业成功的关键
因素依次为：（１）综合素质，占 ６６． ３６％；（２）专业
背景与奖学金获得的多寡，占 ３８． ７９％；（３）社团
工作经历，比例为 ２５． ７％。这些数据表明，专业
知识优良只是满足就业需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

的是大学生应当注重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增强社

团或学生工作的经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２． 从未就业同学的数据反馈中可以看到，截
至调查日依然无法落实工作单位的最主要原因是

目标定位不准（比例达 ４２． ８２％）。这说明，毕业
之际，相当一部分同学对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应当到怎样的地方工作、喜欢在怎样的行业或性

质的单位工作等问题还不清楚，因此当用人单位

招聘时就心神不定、毫无主见，不知选择，从而错

失良机。另外一部分同学（比例为 ２７． ３８％）则认
为“不知如何找工作”是造成未就业的重要原因。

他们认为在诸如如何获得就业信息、如何与用人

单位沟通、如何面试、如何做简历等就业技巧方面

准备不足，难以独立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还有

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为其他一些原因耽搁了找工

作，如准备考研、出国等。以上这些数据提示我

们，在就业高峰来临之际，应当对同学的就业与择

业意识、就业技巧、就业目标定位、如何协调考研

与就业等方面进行充分指导和教育。

３． “关系”是否为就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人
们通常以为，找工作首先是找关系，“关系”是成

功就业的关键因素。然而统计数据表明，不论是

已就业的学生还是未就业的学生，均没有过度认

可“关系”在就业中的作用。他们相信，在一个竞

争的社会里，就业的关键应当而且必须是依靠自

己的综合素质，而不是靠关系。

（二）单位性质价值取向的比较

在目前的转轨经济中，单位性质差异会影响

大学生就业取向。例如，国有企业的工作一般相

对稳定，员工流动性小，但用人机制可能缺少灵活

性和竞争性，薪酬也可能较低；而民营企业则可能

正好相反。那么调查问卷如何反映了同学们这种

期望与差距呢？表 ２ 列示了已就业同学的实际工
作单位性质、未就业同学对单位性质的期望和新

生入学时对单位性质的期望比较。

表 ２　 单位性质的期望与选择比较

已就业同学 未就业同学 新生期望选择

Ａ 国有企业 ３０． ３７％ 国有企业 ２６． １９％ 国有企业 １３． ４３％
Ｂ 民营企业 ３２． ７１％ 民营企业 １３． １％ 民营企业 ７． ９６％
Ｃ 外资企业 １８． ２２％ 外资企业 ５１． １９％ 外资企业 ４３． ７９％
Ｄ 国家机关 ７． ９４％ 国家机关 ２０． ２４％ 机关、事业单位 ４７． ７６％
Ｅ 事业单位 １１． ２１％ 事业单位 ４２． ８６％

—１０１—

①本文侧重点并不在于比较职业生涯需求的差异，因此，文
中仅比较分析了两者可比的部分选题。



　 　 表中数据反映了对单位性质的希望和现实之
间的期望差距：

１． 对进入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期望比较。有
４７． ７６％的新生希望毕业时能进入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未就业同学中希望进入国家机关或事业

单位的，分别有 ４２． ８６％、２０ ２４％。但实际上，已
就业的同学中，只有 １１． ２１％和 ７ ９４％的学生分
别进入了事业单位或机关工作。这显然与机关和

事业单位相比企业用人需求量少、考试选拔严格

有关，因此教育者应提醒学生不应当将所有的希

望寄托于此类单位。

２． 对进入外资企业的期望比较。有 ４３． ７９％
的新生、５１． １９％未就业的同学希望进入外资企业
工作，但只有 １８． ２２％已落实单位的同学进入了
外资企业。这既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期望和现实

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学校的培养目标、方式上与

学生的期望值存在着差距，即教学计划能否适应

学生进入外资企业这一需求的问题（如外语表达

能力是否应当加强）。

３． 对进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期望比较。
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新生选择的比例仅分别

为 ７． ９６％、１３． ４３％，未就业的同学也分别只有
１３． １％、２６． １９％ 的比例，但实际上毕业生中有
３２． ７１％、３０． ３７％的同学分别进入了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

期望与现实间差异的存在，为我们职业生涯

教育提供了方向与指引，在单位性质选择上，不应

当盲目与跟从，而应当实事求是地从自己的职业

生涯角度选择单位。

（三）就业地点选择的比较

就业地也是影响学生就业时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学生甚至以就业地为标准选择单位，非其理

想就业地的单位根本不纳入其求职的范围，这实

际上大大缩小了自己的就业选择面。表 ３ 列示了
已就业同学、未就业同学和新生对就业地期望的

选择。

表 ３　 就业地选择比较分析

已就业同学 未就业同学 新生期望选择

Ａ 长三角地区 ８１． １３％ 长三角地区 ８３． ３３％ 北京、上海 ２５． ３７％

Ｂ 京津唐地区 ３． ２７％ 京津唐地区 １５． ４８％ 广东、江苏、浙江等

沿海较发达地区
５３． ７３％

Ｃ 珠三角地区 ５． １４％ 珠三角地区 ９． ５２％ 中部地区 ９． ４５％
Ｄ 中西部 ２． ８０％ 中西部 ０％ 西部地区 ３． ９８％
Ｅ 东北地区 ６． ０７％ 东北地区 ０％ 其他 ２． ４９％
Ｆ 其他 其他 ３． ５７％

　 　 从表中可以发现，无论哪一类同学，首选就业
地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形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长三角地

区本身是重要的生源地，也是被调查高校所在地

等。但笔者认为该地区工作机会多、收入高是令

学生向往的重要原因。无论来自我们的工作实践

经验还是以上的调查数据，均显示有意到中西部

地区工作的同学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人选择（未

就业同学选择比例为 ０）。因此，作为职业生涯教
育，如何理解与运用国家就业政策导向，如何鼓励

同学能够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服务于农村、支持国

家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

（四）职业生涯教育需求的比较

学生到底需要怎样的职业生涯教育？从学生

对职业生涯教育的建议反馈，我们可以分析出他

们对职业生涯教育的需求情况。表 ４ 列示了已就
业同学和未就业同学对职业生涯教育的总结建

议，反映了学生对职业生涯教育的现实需求一面，

也反映了他们对职业生涯本身认识局限的一面。

那么，如何通过职业生涯教育构建大学生职业生

涯教育体系，引导学生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内涵、

目标与步骤，合理开展职业生涯设计，提高学生就

业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工作中需要认真

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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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对职业生涯教育的建议比较

已就业同学的建议（不分先后） 未就业同学的建议（不分先后）

１． 明确自己成长的方向，培养特长与爱好 １． 定位不要太高
２． 多参加面试，积累经验；增加面试技巧培训 ２． 提高综合素质
３． 提高综合素质，包括英语、专业课 ３． 注意专业方面以外的素质培训与提高
４． 多拿证书（如英语证书、ＣＰＡ） ４． 多跑多问
５． 增加社会实践 ５． 自信
６． 增加人际交往能力 ６． 增加社会实践，认真进行社会实践
７． 放宽眼界，注重心理素质培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７． 多积累承受挫折能力、应变能力和人际能力
８． 提高简历制作水平 ８． 多提供就业信息，开招聘会
９．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教材质量 ９． 多联系一些单位，推荐本校毕业生
１０． 组织丰富社会实践，且实实在在 １０． 新生入学时开展职业生涯设计
１１． 多提供就业信息，渠道多元化，开招聘会 １１． 信息发布应当及时
１２． 模拟招聘
１３． 多联系一些单位
１４． 提高学院知名度
１５． 课程设置应当更合理、实用
１６． 多介绍就业政策

三、构建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

著名的职业生涯理论家 Ｓｕｐｅｒ 认为，一个人
的生涯发展阶段可分为：成长—兴趣、能力阶段；

探索—明确、实施阶段；建立—稳定、进步阶段；维

持—更新、改革阶段；衰退—减速、退出阶段［６］。

这一划分为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学生职业生涯教

育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应当嵌入到

大学四年学习之中。其次，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

教育应当体现针对性、务实性和前瞻性。所谓针

对性，就是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进行有区别、分类

别的针对性服务和指导，使职业生涯教育有的放

矢。另外，由于职业生涯教育首先是引导学生形

成良好的就业观，服务于学生即将面临的就业问

题，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指导时，要求体

现务实的要求，避免职业生涯教育陷入一种“水

中月、镜中花”的境况。前瞻性是指从新生入学

开始，以四年后的毕业就业、职业启蒙为导向开始

生涯教育。第三，职业生涯教育是一个不断调整

改进过程，它应当是贯穿学生整个大学成长过程、

学习过程，采取全程、动态、跟踪式的职业生涯设

计辅导。

具体而言，结合大学四年教育和职业生涯教

育的目标，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可以如下

设计：

（一）专业思想辨析教育

专业思想辨析教育主要是针对大学新生而

言。影响新生选择专业的因素多种多样，大部分

新生对专业的认知并不深刻，甚至一穷二白，这往

往造成他们专业思想不牢，加之学习生活又不像

高中时代那样紧张，因而部分学生出现学习松懈、

专业学习情趣不高等现象。如果该阶段不抓紧对

其进行专业思想辨析教育，很可能会导致学生虚

度四年光阴。因此，本阶段的教育目标一是帮助

学生认知、认可专业内涵、巩固专业思想，以期摆

脱浮躁的情绪，提高专业学习的兴趣；二是帮助学

生适应大学生活，学会大学学习的方法与技巧；三

是帮助那些确实不喜欢本专业的同学尽快找到适

应自己的专业方向或目标，做好准备，争取在一定

的机会下改变专业（如转系、转专业、转校或通过

考研究生改变专业）。本阶段职业生涯教育的主

要任务是使每一位同学都能清楚自己的专业方

向、专业前途和职业远景，为以后的努力奠定良好

的心理基础。

（二）学习目标定位教育

一般而言，四年的学制，有一个层次递增的教

学计划和教学目标。通过学习目标定位教育，帮

助学生理清大学四年每一阶段的学习目标与任

务，并根据自己的实际，制订自己的学习计划，以

确保每一阶段完成学习任务、最后取得相应的学

位。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教育在大学二年级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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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与课

程设置，使学生能够了解本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

案、各年级的课程体系与设置、实践环节等；第二，

规划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的目标与时间、计算机

等级考试目标与时间、考试的技巧等；第三，除以

上必备证书外，还需要规划哪些证书以及如何准

备等；第四，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到实用、

实际和实践。

（三）成长目标指导教育

一般来说，经过两年的学习，学生已经对专业

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完成了一些基本层次的目标，

如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对大学

三年级的学生而言，除关注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外，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思考两年后的出路。从

前文调查分析可知，学生毕业去向可能有考研究

生（无论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考公务员、考注

册会计师或律师等资格证书、出国、直接就业、灵

活就业或自主创业等。所有同学均有可能面临这

样或那样不同的、两难的选择。成长目标指导教

育的目的就是通过介绍、分析不同就业去向的形

势，帮助学生尽早按照自己的兴趣、特点、偏好选

择未来的方向，为毕业做好准备。

（四）就业目标选择教育

就业目标选择教育，主要是针对已经进入大

学四年级的学生进行。尽管理论上大四学生仍然

有专业学习任务，但现实状况是多数同学不得不

将巨大的精力放在考研、考公务员、各种毕业生招

聘会、面试问题上。因此，这一阶段教育的目标就

是帮助学生树立良好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创业

观，引导学生就业，提高就业率。职业生涯教育的

主要内部包括就业政策的解读、本专业就业形势

分析、就业信息的选择、考研的准备与选择、面试

技巧、公务员考试的准备、创业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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