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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西藏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及对策分析 
——以南昌工学院为例 

◆王  震  郑  佳 

（南昌工学院） 

 
摘要：西藏学生在南昌工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所占比例较大，他们的

职业规划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就业情况，也关系到我校的就业情况和质量。

本文首先分析了西藏学生在择业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学校、老

师和学生自身三个方面，对西藏学生的职业规划做了一些思考，以期对

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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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工学院是一所少数民族预科为主要特色的高等院校。在
校生 26000 余人，有来自 53 个少数民族学生近万人，其中新疆
籍、西藏籍学生是少数民族学生中的大多数。西藏籍学生在少数
民族学生中的比例很高。他们的就业情况，对我校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一、西藏学生在择业中存在的问题 
（一）选择较为单一，功利性强 
据我了解，我所带的一百多名西藏学生中，有接近 95%的学

生有意向在毕业时，回家考取公务员。根据以往毕业生的情况来
看，我校毕业的西藏学生有很大一部分，回家后考取了公务员。
西藏的公务员考试比较容易，而且待遇比较好，大部分学生有这
样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这些学生择业的功利性就
很强。很多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不是从自身的特点、自身的能力
和社会需要出发，而是盲目地追求大的自我发展空间、高的薪酬、
好的工作地点等，其功利性明显，对就业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二）盲目跟随，不考虑实际 
很多学生选择职业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

因为家庭经济情况，有的是家长的要求，有的是估计自己的所谓
“面子”。不少学生跟我讲，他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很多
外部因素的影响，有来自家庭的，有来自自身的。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他们对自己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少西藏学生在谈及毕业
后就业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考公务员，原因是自己的朋
友是公务员，或者家里有人是公务员。他们不考虑自己的需要，
盲目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去向，对自己不负责。 

近年来，西藏公务员考试的竞争不断加大，西藏籍的大学毕
业生越来越多，有限的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去争，竞争激烈是必然
的。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不少西藏学生对家乡的就业情况不是很
了解，以为现在的情况还跟前几年一样，认为西藏的发展是静止
的，就业情况自然没有变化。他们盲目地选择考公务员，对他们
来讲，是要吃大亏的。 

（三）缺乏职业规划的知识和意识 
大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职业规划知识，首要的原因是高校缺

乏专业的任课教师。现在高校给学生讲授相关知识的辅导员居
多。辅导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职业指导知识与技能，其理论水平、
工作经验等均达不到要求，缺乏科学的职业指导的技术技巧。上
课仍旧靠就业指导中心的几堂课、开展几场此类教育和讲座，缺
少对大学生系统化的指导。这就导致其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往
往流于形式，难以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所以也很难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职业生涯规划课成了应一时之举的应急之
策。 

相关知识的确实，直接导致学生没有职业规划的意识。没有
相关的知识，学生就不能正确认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即使认
识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由于知识的缺乏，学生也无法作出
正确、合理的职业规划。这就直接导致了上述提到的择业单一和

盲目性的问题。 
二、提高西藏学生职业规划的思考 
（一）学校方面 
1.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学校自身要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对

学生发展、对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促进人才成长的角度
充分重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育工作，并把它作为一个学科
建设来开展，而不是流于应付形势。学校应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
引进职业规划相关专业的老师。把职业规划教育放在专业课教育
相当的高度，给予职业规划教育应有的重视，并把职业规划教育
贯穿于学生的全部大学生活中。 

2.形成体制机制，紧抓职业规划。李校长经常强调，学校的
主要工作就有三项：招生、培养和就业。就业作为我校的一项重
要的工作，就应同培养学生一样，形成体制机制。形成激励机制，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职业规划，逐渐形成氛围。学生在做职业规划
的过程中，有专门的老师辅导，并进行相应的考核，检查成果。 

（二）教师方面 
职业规划老师在讲授职业规划课程时，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积极参加职业规划。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耐心。因为不少西
藏学生以前没有学习过汉语，交流起来比较吃力，甚至对老师的
讲解很难理解。因此，耐心是很重要的。在教授知识的同时，逐
渐培养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意识，引导学生自主进行规划，老师
进行优化和修改，逐渐得到完善。 

辅导员老师是跟学生打交道较为频繁的老师。要利用晚点名
的时间，定期开职业规划的主题班会，强化学生对职业规划重要
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辅导员老师要做好学生价值观和择业观
的教育。公务员的工作和待遇固然好，但是不可能所有的毕业生
都去考公务员，要做到择业的多样性，不要盲目随从，不切合自
身的实际。要从自身出发，做好职业规划。要知道，不管做什么
职业，都是为国家和西藏的发展做贡献。 

（三）学生方面 
在职业规划老师和辅导员的引领下，学生自身也要行动起

来，不能做只读“圣贤书”的孔乙己，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
要有自主性和积极性，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更新自己的职
业规划，做到规划跟随自身的发展走。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要坚持理想，也要认清现实。 

西藏学生对我们辅导员来讲，是学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
是南昌工学院学生中比例较大的一部分。他们的职业规划做的
好，有助于提高我校在西藏地区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我校的招生。对于民办学校来说，生源就是学校的生命。这样看
来，学校不光要做好宣传，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是考量一所学
校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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