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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不清、目标不明，不少毕业生踏出校门却找不着北

缺缺乏乏职职业业规规划划让让求求职职路路更更难难

学校开始重视

职业规划教育

不少学校开始注重学
生职业规划方面的教育。山
东理工大学为了提升大学
生就业择业能力，在新生大
一时发放职业生涯规划书，
开展职业规划主题班会、邀
请优秀毕业生作报告，校团
委素质拓展部和就业指导
中心也牵头承办了大学生
职业规划大赛等活动。

“大三上学期我参加了
校团委举办的大学生职业
规划大赛，让我收获很多。
来自企业的专家对我们的
规划做了点评，我对自己的
职业选择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张金玲是山东理工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她想成为一名特级教师。

淄博技师学院也开始
注重学生职业规划教育。

“去年学生参加了省里举办
的职业规划技能大赛，让学
生有长远的发展打算。”淄
博技师学院教务处处长王
玉环说。

快毕业了却不想从事本专业工作，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或者频繁跳槽……不
少求职者感慨：“找工作真难！”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学生缺乏职业规划让找工作变得更难。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职场人
士，请他们讲述求职和工作中的感
受与变化，向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介
绍“经验”。

看重锻炼机会

工资放第二位

“我2012年2月份开始实习，因
为所学专业为工商管理，所以当时
找工作时候就打算一定要学有所
用，找一份和工商管理相关的工
作。”今年2 5岁的李磊是博山人，
2012年毕业于烟台南山学院。

李磊说，当时他在济南找工作
用了两周的时间。“后来我选择了
省内一家比较有名气的公司做人
力资源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工资并
不高，但我看重的是公司可以给我
提供很多实践学习机会。”

因为态度诚恳，表现优秀，在
公司工作两个月后，李磊提前转
正，工资也涨了。“这使我认识到，
对于一个应届生来说，与其选择一
份工资较高的工作，其实不如选择
一份能够给我学习和锻炼机会的
工作，前者能让你获得高工资，而
后者却能让你掌握获取高工资的
技能”。

适应角色转变

摆脱学生思维

2011年，小刘毕业于山东农业
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然而，她
在第一家企业只工作了不到一周，
就辞职不干了。

“现在想想，当时辞职的理由
很可笑，其实就是还没有适应从学
校到职场的思维转变。”小刘说，当
时性格内向的她对新环境非常不
适应，与同事交流也存在障碍。

现在小刘在淄博一家乳制品
企业工作，相比过去，她在处理工
作和人际交往上的各种事情更为
得心应手。

总结这几年经历，小刘说：“既
然离开了学校，就应该摆脱学生的
想法，迅速转换角色。遇到问题，首
先想到的不应是向别人求助，而是
先尝试自己解决。”

根据实际岗位

调整职业规划

“这三年我在一家公司上班，
但是部门已经换了两次。”王振2011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一直在淄博一家大型环保材料公
司工作。

王振说，开始他做的是进出口
单证工作。“单证员工作流程很简
单，工资也不高，但是公司确实不
错，所以当时我考虑公司内部职务
调整。”两个月之后，王振转到公司
国内销售部。一年后，由于销售业
绩突出，王振的工作部门再次调
整。“现在我在沈阳，负责整个东北
三省的业务拓展。我很喜欢这种有
挑战性的工作。”

三年内完成从单证员到大区
经理的跨部门三级跳，王振总结
说：“工作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目
标，比如刚进公司我只想尽快稳定
下来，半年后我追求较高的薪水，
再过一年我想成为中层管理者。自
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欠缺什么
一定要明确，根据这个不断调整自
己的职业规划。”

听听过来人的经验

找准定位
在工作中成长

山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工程
学院的小潘，今年7月毕业。“学
了三年的化学专业，直到快毕
业了才意识到不想从事本专业
的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小潘刚找了一份销售类的工
作。

“年前学校的招聘会只是
去看了看，也不知道自己能干
什么工作，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是做销售的，他跟我讲销售的
提成基本在30%以上，实在是
太诱人了，我就投简历去他们

单位了。”小潘跟着业务员也跑
了一段时间了，但销售工作并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最近跑的是贷款这
一块，但很多专业术语不懂，
跟客户交流起来很有压力，
我觉得没有之前想的那么容
易，客户的具体信息，还有一
堆数据，看得我头都大了。”
小潘说着说着就感叹起来，

“真是应该选择自己喜欢或
者擅长的，可自己喜欢做什
么自己也不清楚。”

听朋友的，化学专业学生干起销售

跨专业就业在当今职场已
不是新鲜事了。太平洋保险在
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们今年招聘的电子商务
员，不限专业，就是想吸纳更多
有意愿从事这份工作的年轻
人。我们前期会举办培训班，帮
助大家对未来从事的职业有一
个更清楚的认识，进而培养职
业兴趣。”

但也有很多单位对于没有
明确职业规划的“酱油族”并不
看好。“我们欢迎年轻人去做富
有挑战性的工作，但从企业和

应聘者的角度讲，我们并不赞
成这种无规划的行为，随便找
个工作先干着的行为，既不利
于个人前途发展，也不利于创
造公司效益。我们更喜欢招聘
一些对应聘岗位有一定了解，
能够踏踏实实干得长久的人。”
一家地产代理公司负责招聘的
工作人员说。

“80%的毕业生不知道要
干什么，我们总部在招聘时，就
会进行50%的淘汰。”一家企业
招聘负责人王女士说：“公司还
有试工期，会与新员工交流，看
是否符合工作岗位。”

很多单位不看好“酱油族”

“骑驴找马”在当今的招
聘现场中屡见不鲜，不少求职
者存在着“吃着碗里看着锅
里”的心理。

新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人事助理王女士告诉记者：

“很多毕业生缺乏对自己职业
的规划，所以不明确自己想找
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好工作需
要经验他们又不符合条件，一
般的工作他们又看不上。不少
求职者反问我们，认为他可以
做什么？”没有职业规划确实

给择业带来很大困难，应聘者
愁，招聘者也愁。王女士建议
广大求职者：“一定要有职业
规划，综合自身因素，不要丢
了‘驴’也没找到‘马’。”

职业分析师认为：“学校需
要加大指导力度，学生自身更应
该提高规划意识。择业要考虑多
方面因素，但一定要明确三个问
题：喜欢干什么，现在能干什么，
能干好什么。不要盲目跟风，一
切向钱看齐，生存和发展都是不
可忽略的问题。”

“骑驴找马”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杨宗辉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727万人，比上年多出28万人，或迎来“更难就业年”。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本报推出“求职季”系列
报道，分析大学生在找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解答他们的疑惑，通过采访专家和职场成功人士给他们专业的建议。编者按

本报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臧振

淄博技师学院学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资料片）。
本报通讯员 王东 摄

大学毕业生在招聘会上寻找合适职位（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相关链接

职业规划课

应适应学生需求

高校大学生在职业生
涯规划中普遍存在主体意
识淡薄，目标缺失，职业定
位不准，求职就业道路盲
目、狭窄等问题。职业规划
教育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但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

虽然很多高校已经在
全校范围内开设职业规划
课，而且有些学校已经把其
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要求学
生必须上课并修满学分，但
是许多学校的就业指导课
过于空泛，缺乏实际案例分
析和经验分享，导致学生在
遇到实践问题时依然手足
无措。

学校应该把职业规划
课和学生切实结合起来，把
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行业特
点切实结合起来，帮助学生
在职业方向上进行定位，并
树立职业目标。相关课程应
该多使用案例教学，让学生
在分享他人经验的基础上
了解人才的需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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