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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差异分析
—— 以兰州理工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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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的调查 ,从性别 、年级、专业、学生来源四个维度分析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

划方面的差异情况并总结和反思 ,以便为某些相关环节的工作改善提供些新的线索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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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基本情况概述

2008年教育部明确要求所有高校都要开设就

业指导课程 ,以引导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活 ,走

向理想的职业人生。兰州理工大学于 2008年春季

学期开设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为了更好

地了解学校开设这门课程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对选修该门课程的同学

做了随机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40

份 ,回收 532份、回收率 98. 5% ;有效问卷 530份、

有效率 98. 1% ;调查对象涵盖了学校 16个学院从

大一到大四各个年级的理工科专业与文科专业的

学生。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采用 SPSS10. 0进行数据统计 ,主要

就研究假设中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有关的性别、

年级、专业、学生来源进行差异统计分析 (百分比 ) ,

并从教育社会学角度进行原因分析 ,从而为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寻求客观、深入的依据 ,也为相

关对策的提出寻求充分、合理的依据。

1. 性别差异

( 1)在自我了解方面 ,男女大学生之间无差异

(见图 1)。

图 1　男女生在了解自我方面的差异情况

　　 ( 2)在职业环境认知方面 ,性别差异显著。男生

对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和对将来从事职业具体内

容了解上都优于女生 (见图 2、图 3)。可能性原因分

析:由于男性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角色赋予他们更

多的职责和机会去关注、了解职业 (社会 ) ,从而得

分较高。而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较男性较内倾 ,表

现出良好的自我认知 ,而在环境认知方面弱于

男性。

图 2　男女生对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了解差异

图 3　男女生对将来从事职业具体内容了解差异

( 3)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情况差异。 在职业生

涯规划的计划实施上男性要好于女性。可能是男性

的社会、性别角色促使其更加明确自己的学习任务

和将来职业的关系 (见图 4)。

( 4)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 在职业选

择因素上 ,男女生首选前两项: 个人发展空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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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男女生之间无差异 ;但是女生比男生更看重

父母期望、就业地区、是否适合该职业及职业的社

会地位 4个因子 (见图 5)。这也说明 ,女生在职业

选择时更受父母影响 ,更注重社会地位和就业

区域。

图 4　男女生根据学习目标制定落实学习计划

图 5　男女生在职业选择因素上的差异

2. 年级差异

( 1)在自我了解方面 ,年级之间无差异。

( 2)在对职业环境认知方面 ,年级之间有显著

差异。 随着年级升高 ,从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维度

分析 ,在对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和对将来从事职业

具体内容了解的情况方面 ,得分明显上升 (见图 6、

图 7)。大一、大二年级是学业最忙阶段 ,还没考虑

职业环境问题 ,而大三年级是个分水岭。从大三年

级开始 ,面临社会实践和毕业后的发展方向 ,因此

对职业环境的认知得分会越来越高。

图 6　不同年级对职业从业人员从业要求了解

图 7　不同年级对将来从事职业具体内容了解的差异

( 3)在职业生涯规划实施方面 ,年级之间无差

异 (见图 8)。

图 8　不同年级根据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差异

( 4)在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方面 ,年级之间总体

无差异 ,但在专业对口、父母期望两个因子上 ,大四

和大一、大二、大三年级之间有显著差异。大四年级

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优先考虑专业对口更多考虑父

母的期望 ,重视父母对其就业的建议 ,因此此项得

分也较高。

3. 专业差异

( 1)在自我了解方面 ,文、理工科之间无差异。

( 2)在对职业环境认知方面 ,文科、理工科学生

之间有差异。文科得分都高于理工科学生。这可能

是文科学生就业压力相比理工科学生大 ,因此对社

会关注较多。同时 ,社会对文科生社会实践经验比

较看重 ,这又促使文科学生参加较多的社会实践 ,

进而对相应职业的从业人员的要求了解较多。

( 3)在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方面 ,文科、理工科

之间有差异 ,文科学生得分低于理工科学生。 这可

能是理工科学生由于比较踏实、认真 ,动手能力较

强 ,执行得比文科学生好 ,同时也反映出文科学生

与理工科学生本身的不同特点 (见图 9)。

图 9　文理工科根据目标制定学习计划的差异

( 4)在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方面 ,总体来看 ,不同

年级之间无差异。

4. 学生来源差异

( 1)在自我了解方面的差异 ,城市、城镇和农村

之间的差异显著。根据 16岁前所生活的地区 ,把学

生来源分为城市、城镇、农村。 从非常了解维度看 ,

城市、城镇的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农村。可能是生活

在城市、城镇见闻较广 ,自我了解的途径较多 ,而农

村相对信息闭塞 ,对自我了解的渠道不畅通。

( 2)在对职业环境认知方面 ,不同学生来源之

间有显著差异。 城市、城镇的得分高于农村。

( 3)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方面 ,城镇和城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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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间有差异 ,城镇学生要略优于城市和农村学生

(见图 10)。

图 10　不同学生来源根据目标制定学习计划差异

( 4)在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方面 ,城市、城镇、农

村之间无差异。学生一致认为 ,在选择职业时主要

看个人发展空间、经济待遇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

三、调查结论与建议

一是 ,性别差异情况。在对职业环境的认知、规

划实施上 ,男女生差异显著 ,男生要优于女生 ;在职

业选择影响因素上 ,男女生差异不显著。因此 ,要引

导大学生充分认识自身性别的优势和劣势 ,在规划

上取长补短 ,发挥最大效能。

二是 ,年级差异情况。 在对职业环境的认知方

面 ,大一和大三、大四年级之间的差异显著 ;在规划

实施上 ,四个年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在职业选择

方面 ,大四和大一、大二、大三年级之间有差异 ,主

要表现为容易受父母期望的影响。 看来 ,应该在大

学生入校以后就引导学生对整个大学生活同时应

及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有个规划 ,及早跟父母沟

通 ,达成统一认识 ;同时应加强对大学四个年级的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施和落实 ,引导学生善于将

其目标化为行动 ,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三是 ,专业差异情况。 在对职业环境的认知方

面 ,文科学生优于理工科学生 ;在规划实施方面 ,文

科学生弱于理工科学生 ;在职业选择方面 ,文科学

生与理工科学生之间没有差异。看来 ,由于学科背

景不同 ,学习、思维方式、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 ,表

现在对职业环境认知、规划实施方面自然有所差

异。因此 ,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 ,可以针对不同学

科背景和学生特点 ,因势利导 ,发挥优势。

四是 ,学生来源差异情况。 在自我了解方面城

市、城镇的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农村 ;在对职业环境

认知方面 ,城市、城镇和农村之间也有显著差异 ,城

市、城镇的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农村 ;而在规划实施

方面 ,城镇学生“制定并落实的”要略高于城市和农

村学生 ;在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方面 ,农村和城市、城

镇之间无差异。 因此 ,要注意引导农村的学生树立

“知识改变命运 ,努力铸就未来”的信念 ,更多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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