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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前夕找到笔者咨询，说要考选调生，

但可惜的是这个同学居然一个条件都不符合，后来一问才知道这

个学生入学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未来的职业问题，自身也并不热

心班级事务，从未应聘过班委或者加入学生社团，所以在毕业

之际自己是“身无分文”。

其实，大学入学教育时老师都会就不断强调，建议同学们

能树立职业目标，并制定计划、着实实施，同时还号召同学们

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组织、积极表现、勤加锻炼，可是就有同学

置之不理！在笔者所在单位，曾经甚至出现有一个班参与竞选班

委的人数远远少于班委岗位数的情况！如果这位同学当时能勇敢

走上讲台，何至于今天的难堪局面？就算不想考选调生，去参

与各种学生组织经历一下人情世故，有什么不好？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部分大学生对于生涯规划

的认识存在一下四点主要的错误的倾向。

一是不从实际出发，高（低）估自己的能力。从学校走

向社会，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而实际上要正确认识

自己很难，有的大学生会高估自己能力，相信自己“没问

题”，另外一些大学生会低估自己，总是觉得自己不行，畏首

畏尾。

二是发展目标不明确。制定一个目标，是开始行动的前

提，目的就是灯塔，能引导我们的前进。在前进的路上，也

会挫折不断，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能有坚持的方向。大学的

四年，很容易迷茫，有了目标，才能明白奋斗的意义。

三是目标太多分不清主次。没有目标是问题，目标多了手

足无措也是问题。有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就会有各种雄心壮志，

每个想法都想去尝试，结果自己时间花了很多，但是能力似乎却

没有提升，最后有目标也变成了没有目标。

四是顺其自然，不愿做计划。大学的四年是一个过程，过程

是比较漫长的，每一学期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应

该有一个计划的“小目标”。每个目标都可以进行分解，每个学期

都可以去着力实现一个分解目标，最后毕业的时候水到渠成。

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

之所以会高估或低估自己的能力，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敢去

展示自己，不敢把自己放在众人面前，内心太过恐惧别人的眼光。

而实际上只有让自己去多经历、多体验，才能发现自己的优点和

缺点。

之所以没有目标，其实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都是有目标的，

而且目标还不少，这也成了问题了。有的大学生认为大学就是高

中的终结，应该如高中老师所说可以休息下，其实大学才更不能

松懈。高中的努力决定你在哪儿读大学，大学的努力决定你将拥

有怎么样的人生。

另外，有的学生指定目标并不是“有效目标”。作为一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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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必须符合“SMART”原则，一是符合具体性（specific），二

是可量化性（measurable），三是可实现性（attainable），四是

互联性（relavant），五是时限性（time-bound）。制定好“有效

目标”，就可以帮助大学生指定更细节的阶段目标。

最后，没有坚持到底的精神。所有的目标实现，都是一个不

断自我改变和超越的过程，人的成长是一个折磨的过程，我们必

须要勇于面对挫折和苦难。要收获成功的喜悦，就必须尝遍前进

的艰辛。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惊讶你，

提出以下建议。

1　在脑中灌入积极的思维方式

“心态决定命运”心态是什么，就是你待人处事的思维方

式和行动方式。消极平庸人生的思维方式一般是：差不多就

行、随遇而安、枪打出头鸟等。他们的行动方式一般是：不

违反规定就行、到点就下课、不会主动去做或多做、稍遇挫折

就认为成功不是自己的“菜”等。自然，这些人的结局最多

就只能是平平淡淡、无所建树。反过来，积极进取人生的思维

方式会是：全力以赴、要做就最好、坚持付出定有回报、不

成功则成仁等。其行动方式一般是：问题搞不懂就不停止、奉

献精神与主动意识强、跌到了爬起来直到成功等。

很多事实告诉我们，最终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是他的思维

方式、信念、态度、自我期望和习惯等内在因素。不同的思

维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行为方式将导致不同的

结果。讲个秀才的故事：有位秀才两次进京应考未第，又第三

次进京赶考，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三个

梦，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是梦见下雨天，

他戴了斗笠还打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

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这三个梦似乎有些深意，秀才第二天就

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连拍大腿说：“你还是回家吧。

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戴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

吗？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了，却背靠背，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店老板非常奇怪，

问：“不是明天才考试吗，你怎么今天就回乡了？”秀才把做梦解

梦的事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店老板乐了：“哟，我也会解梦的。我

倒觉得，你这次是大有希望，一定要留下来。你想想，墙上种菜

不是高种（中）吗？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是万无一失吗？

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背躺在床上，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

了吗？”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居然

中了个探花。

2　生涯规划要考虑的因素

生涯规划其实就是要想清楚自己不同年级阶段的目标，清晰

认识自己的能力，指定过程的计划，把这些绘制成一张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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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涯规划设计图

3 　被误解的“形式”

所有一切的规划，必须用行动来实现，而同学们往往容易

“有言无行”，所以导致一切的想法都成了“形式”。

笔者在网上发过一段话：“有人说学校要求学生早上打卡晨

跑，这是形式主义，分明就是胡扯，好好想想，究竟是学校

搞形式，还是部分好逸恶劳不求上进的学生搞形式？晨跑要你早

起珍惜时间，要你锻炼增强体质！”有同学反问笔者说“似乎

没有其他大学用这种方式要求学生吧？”可能这位同学以为笔者

所说的“刷卡晨跑”是笔者所在学校的要求，其实中国教育报

就报道过中国矿业大学也要求学生晨跑刷卡。

所谓“形式不形式”，不是学校或者老师把一个很好的想

法变成形式。学校和老师是想法的提出者，而实践者正是广大

的大学生。如果同学们能认真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早晨起来

参与晨跑，然后到食堂吃饭，而不是找人代刷卡、睡懒觉甚至

缺课，好的想法就不会称为形式！如果我们的同学不去践行，

那么好的想法就被这些同学变成了形式！

4　提升你的执行力

说比作容易，往往很多大学生能说却不能做，缺乏良好的

执行力，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很多大学生存在缺乏时间管理、缺

乏目标管理、缺乏积极心态、缺乏痛苦折磨、缺乏危机意识、

缺乏责任意识的问题。

笔者感触最深的是，执行力的缺乏是最主要是因为“缺乏

痛苦折磨”。就如在期末考试到来前，几乎所有同学都会“努

力学习”，因为这个时候感觉到压力了，也感觉到自己考砸了

会遭受“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行动了，执行力也就上

来了。

要形成“执行力”，我们就得知道执行力的作用，它可以

使我们“避免痛苦”并且“获得快乐”。我们去做了，如果

能认真投入去做，至少不会“后悔、内疚”。如果做好了，

收获了成果，快乐也就来了。

所以笔者建议大学生们，在床头贴一张纸，写上：

第一、我为什么还没有采取行动？

第二、不行动有什么好处？

第三、持续不行动长期会有什么坏处（最差状况）？

第四、假如现在就行动长期会有什么好处？

第五、那我什么时候要行动，怎么改善？

在你每天醒来和睡前都看看，相信你的执行力会越来越

坚定！

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能正确认识生涯规划的作用，为自己灌入

积极的思维方式，认真思考影响我们指定正确生涯规划的影响因

素，通过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之梦”，为

“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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