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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期望已久的录取通知，大一新生轻松地跨进了大学

校门。然而，2013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等新闻报道，使一些

刚迈进大学校门的新生背上了心理包袱。就业焦虑取代了高

考焦虑，困扰着一些新生和家长。下面的方法帮助大一新生

尽快调整心态，规划未来。

第一步，“我是谁？”大一新生首先要对自己进行更全面的

评估和了解。这个评估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你对这个专

业是否有深入的了解？你的兴趣和能力与所学专业的要求是

否匹配？你是否清楚你目前所学习的专业与未来你想从事的

职业之间的关系？你认为什么是工作中你最看重的方面？对

自我进行探索是规划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第一步。

第二步，“专业是什么？”进入大学的新生要尽快熟悉

和适应学校的学习环境，包括应该熟悉自己所学专业的具

体内容和该专业对学生的具体要求。在了解这些具体要

求时，不但要了解所学专业对能力的要求，还包括对所需

要投入的时间和经济上的要求，了解这个专业过去的毕业

生的就业去向。

第三步，“我想要什么?”同学们来到大学，要弄清楚自己

的核心价值观，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对大学生而言，

日后是要提升学历考专升本、就业还是出国?就业是到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还是自主创业?如果到企业是要到国

企、外企还是私企?如何得到我想要的，同学们要在什么情况

下得到，用什么方式得到，什么对自己想要的有帮助，如何衡

量我想要的实现程度等方面进行考虑。要充分对各种环境

进行分析，特别是就业环境;要确立目标并要靠现实努力;要

从多方面着重培养自己，全方面地发展自己，让自己成为一

个优秀的人，那么就业就不成问题。

总之，了解自己，了解所学专业和未来工作的世界，并在

此基础上做出选择决定，对所做决定作出承诺，是大学生在

大学里应该学习的技能。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华传锋

调整心态 消除困扰

我难受
一同学上课睡觉，老师走过来把

他叫醒问：“你怎么了？为什么上课睡

觉？”

同学说：“我难受……”

老师关切的说：“是不是生病了？”

同学淡定的说：“困的难受。”

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要做一个职业生涯规划，

这个规划从读书时就已开始设计，当今，大学生的职业生

涯规划是个时髦的话题，许多大学开设了相关的课程或是

专题报告与讲座，网络上也大肆炒作，一时间职业生涯规

划成了大学毕业生最为关注的热点和最时尚的话题。同

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做职业生涯规划了吗?如果回答

是No，就会引来一片惋惜和督促声。

那么，什么时间做职业生涯规划最合适?职业生涯活

动将伴随我们的大半生，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才能实现完

美人生。因此，为了让你的人生更精彩，最合适的规划时

间应是高中时代，因为这时人的个性已基本形成，马上面

临的高考是决定一生职业的重要因素，高考实际上就是对

未来职业的第一次定位，在职业定位之前，进行相关的测

评，然后以此为据，作出职业生涯规划，再根据规划选定高

考专业，这是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可使人的一生职业生涯

顺风顺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到某个驿站，回过头来，

就会发现，自己所走的职业轨迹是一条直线。否则高考之

后再做，就容易在高考时搭错车、跑错路。因为我们国家

在这方面起步略晚，所以许多人到了大学才做。

有关教育专家指出，大学生应该尽早确立“职业生涯”

的概念，进校就想出门事，就业难就早下手，让职业规划从

大学入校读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与四年学习生活同步。

一年级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职业，三年级有目

的地提升职业修养，四年级初步完成学生到职业者的角色

转换。以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到了大学毕业

才不会“临时抱佛脚”，出现就业恐慌。特别是面对当前的

就业形式，不早下手，就要晚就业。

这种提议的直接原因来自市场即用人单位的压

力。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上升，此次调查也反映

出，在一些工程类专业岗位上，毕业生甚至面临着下岗

职工群的竞争。大学生以往的优势正在缩减。

职业生涯规划越早对今后毕业找工作越主动，谁的

规划作的早，谁毕业时就最先拿到第一桶金。大一时就

应做好职业规划，最迟大学三年级以前也一定要做完，

否则，大四的时候就无法作出下步应聘职位的准备，目

前，很多大学生拿着职业顾问为其做的职业生涯规划去

应聘，一下就得到招聘单位的认可。更有很多人，大四

的时候就已定好下步职位，一毕业，马上就可按照职业

生涯规划去发展，则前途无量。

如果不做职业生涯规划就闯入职场，东撞一头，西撞

一头，撞赖撞去，等三十来岁的时候，而立之年，难立大业，

回头看过，自己的职业生涯轨迹乱七八糟，走的是一条弯

来弯去的曲线。有的人甚至走了一个圆圈，饶来饶去又回

到20岁时的起步点，而且，再想向前，却步履维艰，无所适

从。

尽早规划 职业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