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近几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呈现上升趋势，就业难成为

毕业生以及社会的难题。从教育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

高校毕业生到2020年达到874万人，逐年增加意味着高校毕业生

就业压力将会非常严重，这对高校就业创业教育工作提出了极高

要求，无论对政府和高校就业问题都是一个艰巨任务。故此，

加强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运用

职业锚理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深入分析，意在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提升职业素养。

1  职业锚理论

职业锚理论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埃德加·施恩教授提

出。其认为，职业规划的本质就是一种不断探索的过程，同

时，持续性摸索的过程，也正是个体在根据自身需要、能力、

价值观、态度等，逐步形成自我职业能力认知的过程。当人在

选择和发展职业、事业过程中，职业锚实际上就是其中的核心

要素[1 ]。

在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发展中，职业锚理论已成为其中必选工

具，也是大多数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有利工具。当明确进

行自我定位时，才可以更好的与对应的职业进行相互匹配，促使

自身优势得以长久发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我价值。因此，

在构建高校毕业生自我评价体系过程中，可以充分借助职业锚这

一工具，提升高校学生对自身职业能力的审视，进而更好的明确

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2  基于职业锚理论高校毕业生自我评价体系构建基本思路

2.1职业锚分类

在构建高校毕业生自我评价体系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职业

锚的类型。因为，不同的人，其价值观、能力、需求等方面存在

严重差异，所以，对应的职业锚也分为多种类型[2]。管理型的人，

非常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技术型人群对于技术存在完美主义，

非常喜欢挑战专业领域内的知识，而对事务性管理类工作非常抵

触。稳定型人群更加关注工作中的稳定性，不喜欢冒险，追求安

稳，所以，在选择职业上，更喜欢循规蹈矩。独立型的人，自我

思想意识较强，不喜欢被约束，有时甚至为了得到自由、独立，宁

愿放弃职业发展机会。创业这类型的人，主要强调的是自己的事

业发展。价值型这类人而言，更加注重核心价值。平衡型人群，会

关注职业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希望可以通过衡量，达到自己

需要平衡。但是如果此种平衡被打破，这类人群将会不适应，便

会寻找其它平衡关系，也正是因为此种需求，对于此类人，会更

加需要职业弹性。喜欢挑战超出现有能力之外的工作，通过解决

问题，可以提升自信感。

2.2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根据上文的职业锚理论，在构建高校毕业生自我评价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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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不同的类别，细化指标，进而综合测试出高校毕业生的

职业锚，其中可以包含基础指标、专业指标、通用指标、职业指

标等。而在实际评测过程中，当学生其中一项指标分值达到预设

值时，此时系统会会进行加分，用以证明被测试的学生这一项指

标较为突出，从而帮助学生分析出对应的职业锚。当测试完所以

指标时，系统会自动算出所以分数，同时，被测试的学生之间的

差异也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测试结果分数的高低并不代表什么，也不需

要进行横向比较，而是通过这些职业锚得分情况，帮助学生分析

出职业锚的建议。

2.3职业锚自我评价指标体系项目设定

2.3.1常规指标。在该系统中，所有的指标都设置了3到5个

选项，分值有50、40、30、20、10几个等级，由被评测者进行自

我评价。

2.3.2加分指标。从上文总结的不同类型的职业锚，提取其

中的职业素质，如果被测试的学生具有突出表现，则可以记性加

分。如下表所示，以“技术型”、“管理型”为例。

3  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职业锚理论下，构建高校毕业生自我评价

体系，对提升毕业生自我职业认知能力、职业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的测评体系非常简单可行，能够测试出学生的职业锚倾

向。各项评测指标还能够很好的引导学生提升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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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

学习能力 >=40 10

管理型

社会资源 >=40 10

动手能力 >=40 10 社交能力 >=40 10

学历 >=40 10 心理素质 >=40 10

学校级别 >=30 10 语言表达能力 >=40 10

专业知识 >=40 10 人格魅力 >=40 10

业务实践机会 >=40 10 竞争意识 >=40 10

项目管理能力 >=40 10 团队管理能力 >=40 10

相关职业认证 >=40 10 沟通协调能力 >=40 10

自我驱动能力 >=40 自我驱动能力 >=40 10

职业锚加分指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