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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reer planning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dvanced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adheres to the student-centered, 
innovative employment-oriented college students. It builds the idea of career planning framework innovatively. 
It is effective for advanced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vocational ability and overall 
employment r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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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生涯规划有助于全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力。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坚持以学生

为本，以就业为导向,创新式地构建和酝酿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的思路框架，有效促进了学生职

业素养和就业创业能力的发展，全面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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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高

职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从入学开始并将职业

生涯规划贯穿大学全过程，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势

在必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

以就业为导向，从 2009 年开始面向 2009 级学生启动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经过积极的探索和思考，

创新式地构建和酝酿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的思

路框架，有效促进了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创业能力的

发展，全面提高了毕业生就业率，同时促进了学院自

身的科学发展。 

2. 多举并重，在学生中形成广泛的职业生涯
规划风气 

2.1. 动员教育，新老交流 

利用年级大会的机会，请亲身经历招聘会的的毕

业班同学现身说法，为同学们剖析当前就业形势，警

醒严峻的就业压力。利用毕业生招聘会的机会，组织

低年级同学模拟招聘，亲身感受就业氛围。 

对比国内外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的发展进程，阐明

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容、意义，宣传其对于大学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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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部署职业生涯规划工作

的具体内容。要求各班提高认识，全员参与，密切配

合并出色完成任务。 

组织新老生交流会，邀请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获奖的同学以及参与编写大学三年

规划书的同学与广大新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三

年规划交流，介绍他们的经验，给新生同学提供参考

意见。 

2.2. 对大一新生进行职业倾向测试 

结合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到网上进行人格

测试、就业心理测试、职业倾向测试，通过专家给出

的答案，充分地了解自己，清醒地认识自我，便于制

定切合自身实际的职业生涯规划。 

2.2.1. 召开座谈会 

邀请专业老师为同学们把脉专业动态，预测专业

前景，让同学们清晰明了的洞察专业概况。邀请本专

业杰出校友、毕业班学生介绍求职经历，让同学们感

受就业压力，体验职场生活，为同学们科学规划大学

生活指点迷津。 

2.2.2. 举办辩论会、职业生涯设计演说会 

围绕就业、创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是非焦点进行

正反方对辩。通过对辨题的思考、分析、论证理清影

响职业生涯的各方面消长因素，从而达到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的目的。 

可以演讲的形式坦述自己的职业理想，或表明自

己的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认识，或运用“人职匹配”理

论自我剖析，畅所欲言。 

2.2.3. 开展社会调查 

督促学生积极走进人才市场或毕业生就业洽谈

会，参与招聘会，亲身感受就业气息。考察专业对口

岗位占招聘岗位比例，考察企业单位用人标准，搜集

与本专业领域相关行业的大型企业概况和企业文化

等。 

2.2.4. 召开主题班会 

班主任老师组织同学进行模拟面试，学习风云人

物创业史（如李嘉诚）或国外成功人士的职业生涯，

借助测评工具进行逻辑思维、空间想象、人际交往等

职业素质测试和职业兴趣测试。 

2.2.5. 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班级每位同学都要结合自身条件设计、制定发展

计划和行动措施，并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推荐

5~10 篇优秀作品，参加学校组织的比赛。 

制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针对自我，在全面盘点

优势劣势后，综合考虑个性特点、能力素质、专业行

情、社会需要等诸多因素详细制定。要体现层次性，

既要有大学期间的近景规划，也要有毕业之后的远景

规划；要符合大学期间不同的阶段特点，在充分了解

专业课程设置基础上妥善安排；要在学业素质、综合

素质和职业素质三方面兼顾考虑，统筹规划。比赛结

束后，各班级要将职业生涯规划成果装订成册，存档

保管。 

2.2.6. 指导学生填写《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书》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制定完成后，辅导员必须逐一

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掌握本年级学生大致努力方向

和就业趋势，及时发现问题，为今后就业工作提供信

息指导。特别注意每位同学职业生涯设计的个性和创

意，避免千篇一律，更杜绝雷同。 

个人计划方案确认没有问题后，辅导员老师须组

织各班指导如何填写《职业生涯规划书》，提高同学

们对《职业生涯规划书》的认同感和重视度，最终在

《职业生涯规划书》上提出意见和建议。 

2.2.7. 认真检查规划完成情况，查找原因 

每学期规划结束后，所有同学要切实执行各项计

划，下学期初每位同学要认真检查规划完成情况，对

于未能完成的规划要深入地查找原因，积极主动与辅

导员、班主任老师交换意见，并虚心接受老师和同学

给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调查结果制定切实可

行的整改措施，并在主题班会上进行总结汇报。 

3. 推陈出新，在学院上下形成浓厚的职业生
涯规划氛围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旨在指引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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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路线一步步提升综合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

最终顺利就业，而单纯阶段式的、偏理论式的职业生

涯教育显然不能真正达到既定目的。团委、学生会必

须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选择具有较高吸引力的

活动为载体，在潜移默化中推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最大限度发掘学生的潜能。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

职学院重点抓好十个“1”工程，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和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结合起来，班主任老师和辅

导员深入同学开展指导工作。 

3.1. 开展 1 次启蒙教育活动 

由高年级优秀学生或优秀毕业生面向低年级学生

特别是一年级新生宣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

性，介绍自己成才道路及体会，引导新生对大学生活

进行深入思考。 

3.2. 举办 1 次专家辅导报告 

请生涯专家为学生、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全面系

统阐述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内涵、国内外开展职业生

涯的情况，大学生进行自我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生涯规划的程序与方法。 

3.3. 组织 1 次学习培训活动 

包括 2 个层面的学习，一是各学生班级通过借阅

图书或上网下载资料等方式组织学习职业生涯知识，

二是组织班主任、辅导员学习研讨职业生涯理论与实

践知识。 

3.4. 组织 1 次职业倾向测试 

组织 2009 级学生进行了心里健康测试和职业倾

向测试。 

3.5. 撰写 1 篇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书 

要求学生根据各自情况，设计个人的职业生涯规

划书，包括未来最终职业目标，个人职业发展道路探

索，大学期间的个人发展成才计划目标以及为实现这

些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措施。 

3.6. 举行 1 次主题班会 

各班级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以“我的大学我

做主”、“做一个有准备的人”为主题，学生上台宣

讲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并组织讨论活动。 

3.7. 开展 1 次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在全院范围内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3.8. 每学期开展 1 次回顾与反思活动 

新学期开始后，班主任在审阅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回顾过去一学期生涯规划任务

完成情况，每位学生的规划书提出评估意见。 

3.9. 举办了一场形势报告会 

邀请企事业负责人为广大学生作形势报告会，让

同学了解自我的同时能更多地了解社会形势。 

4. 成效凸现，学生、学院、社会认可度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经过精心策划、有力

地组织帮助同学们在思想上、观念上树立职业意识，

为人处事上社会化，成熟化，为他们顺利跨入职场奠

定基础。 

4.1. 大一新生：明确规划目标 找准职业定位 

学院通过聘请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定期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讲座，介绍当前就业的严峻形势，要求学生们根据

社会需求，结合自身特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从就业观、心态、知识、技能等方面做好迎接

挑战的准备。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

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大一新生从自身和社会客观实际出发，了解社会，

理解人生，结合个人专业所长、理想抱负、兴趣爱好，

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有助于更好的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

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系列讲座的指导，大一新生了解了职

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明确了目标，找准了职业定位。 

4.2. 大二学生：个性化指导全程式跟踪 

由专业指导教师在担任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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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他们毫无保留的将各自在职场的经验感受和盘托

出，帮助学生明确人生发展与职业生涯的关系、找准

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以及提升职业能力的途径。并分

别对带教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分析、专业性指导，为他

们量体裁衣制定每个学期的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设

计职场生涯规划方案，确保学生在将来就业时能够成

为极具就业竞争力的优等品。 

4.3. 大三毕业生：规划成果凸现就业局面明显改善 

经过职业生涯规划的全程指导，学生们信心倍增，

就业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善，截至 2011 年 5 月 1 日，学

院 2008 级毕业生实现了 96.97%的就业升学率，根据

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经过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学生

上手快、基础扎实、适应实际工作的能力强，并能顺

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

到了社会的认可，尤其是他们的职业能力得到了较高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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