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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就业形势严峻，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大学生对于自我认知的不明确度及职业生涯规划迷茫度更进一
步。而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当今社会倡导
的新时期，大学生更应当制定一个更清晰、更符合自身发展需
求的职业生涯规划，并通过提升各项素质，实现自我价值。

1  大学生自我认知现状分析
为更清楚、客观地了解在校大学生自我认知程度，我们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在A高校向学生发放并回收有效问
卷共计1380 份。其中，男生占比30.43%，女生占比69.57%，
符合A 高校总体男女比例3:7 的状况。年级上，大一学生占比
20.29%，大二学生占比31.16%，大三学生占比42.75%，大四
学生占比5.8%。

调查结果显示，44.92% 的学生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
52.9%的学生对自身优势没有较好的把握，且有71.01%的学生知
道自身缺点所在。此外，在时间管理方面，能够高效利用时间的
学生仅仅只有14.49%。同时，令我们震惊的是，绝大部分学生并
没有清晰长久的校园学习生活目标，比例高达85.51%。毕业后有
清晰规划的学生，占比35.51%。拥有较大就业压力的学生占比43.
28%，如下图。

图1     大学生对学习生活目标确立情况统计

图2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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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世纪新时代，如何让大学生在认知自身定位的情况下，正视自身并且探索和完善性格缺陷、挖掘潜能，已成为当
下的一门必修课。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对自己生理、心理以及与周围环境关系的深层次认知体验，使当代大学生认识到职业生涯规
划的重要性。我们在大学生自我认知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问卷调查反馈，从提升必备本领、认知与合作理念实践应用、实施
效用以及价值实现角度展开分析，探索当下大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培养对其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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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表明，A 高校大学生存在自我认知不清晰，时间管
理能力有待提高，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不够强烈。且由于他们大
多数对于不清楚自身优势所在，又清楚自身劣势，造成信心不
足的情况。当然，也有少部分同学对于大学生活有着清晰明确
的规划。

2  大学生能力提升必备本领
创新务实。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技术创新

与商业模式创新都建立在人才创新的基础上。在社会变革的风口
浪尖上，企业要发展必须注入社会新鲜血液，而青年作为新时
代的希望，应不负历史使命，勇担责任，敢于创新，敢于突
破，拥有不被局限的魄力。当代大学生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学习
实践的探索，而创新，务实精神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集体荣誉感。集体荣誉感是一个团队的灵魂，团结一心艰苦
创业的强大动力来源于集体的力量，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的归属感都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磨合
与共进。就当代大学生而言，在校期间他们身处集体之中，人有着
一定的集体荣誉感担当，他们步入社会进入职场面临各种压力时，
更多的是以自身利益为重，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但是我们深知无论
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只有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才能。效用最大化。

核心领导力。马克思指出，理论只有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有彻底，就能说服人。领导力。作为一种人际影响力可
以激励别人实现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学校有老师的领导，企业有
管理者的领导，而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同样需要有领导别人的能力。
大学生领导力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教育，大学生领导力的发展过
程是其自身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领导，其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学习力创造力和全球治理的过程以至提升大学生在以后的专
业领域社会工作岗位上的影响力，培养全能型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3  认知与合作理念的实践运用
心理学中认为，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脑，通过感觉知觉记

忆思维想象的形式建立事物与意识的关系，而认知理念与合作理
念的实践应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于大学生现状分
析，更多的自我认知内容仍停留在理论基础上，然而在未来的
职业规划生涯中，大学生的集体荣誉、创新务实以及核心领导力
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

搭便车现象较为严重。普遍大学生存在惰性，在面对团队共
同问题时，更多的选择寻求自身利益，而忽略了集体荣誉，从而
导致团队效率不高。

团队冲突时常发生。由于各成员性格及观念存在差异，尤其
是当代大学生，经验不足，处事能力不完善，不能较为全面思考
问题。易出现较多争执，导致团队凝聚力不够。同时不可忽略的
是，在完成团队协作过程中，不能够换位思考，且缺少冷静沟
通，导致团队成员信任度降低，以至于影响工作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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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激发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的动机。
4　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策略
在新时代，民办高校辅导员要提升职业能力需要多元化措

施，构建民办高校辅导员岗位胜任能力模型，明确民办高校辅
导员专业能力培养计划，建立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培训体
系，加强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有效管理，以全面提升民办
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

4.1构建民办高校辅导员岗位胜任能力模型
民办高校要根据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要求，以及结合民办高

校辅导员的工作需求，建立民办高校辅导员胜任能力模型，确
定辅导员职业能力维度和构成，明确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指标。

4.2明确民办高校辅导员专业能力培养计划
当前民办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任务繁重，因此，民办高校要

明确辅导员专业能力培养计划，建立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培
训体系[8]。加强辅导员的专业化能力提升培训，提升民办高校
辅导员的职业素养，培养业务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专家型辅
导员。

4.3加强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有效管理
民办高校要加强对辅导员的职业生涯管理，帮助辅导员建立

清晰的职业前景，加强辅导员的职业生涯通道涉及，实现民办
高校辅导员与学校层面的利益双赢，实现民办高校辅导员专业
化、职业化、专家化发展。

5　结论
总而言之，民办高校要提高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既要更好

地完成工作，更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关系到
学生管理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工作的实效性，
未来还需要深化研究，研究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策略，
推进民办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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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能力欠缺。社会是一个大群体，而每个大群体中的小
群体，同时也应具备足够的领导能力。目前大学生面对问题时
普遍不能够积极主动，尤其是在团队协作过程中，较少部分的
人能够主动成为领导者，绝大部分人更愿意做幕后沉默者。而
那些主动成为领导者的人，因其对外交往能力和自我构建能力存
在不足，导致领导混乱或不受信服情况常有发生。

针对以上种种现实问题和结合现有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具
有优秀管理能力的知名公司都具有独特的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员工培
训制度。“好挖百度人，难挖阿里人，易走腾讯人”，阿里如此强的
员工凝聚力离不开企业对于团建活动的重视，从新人入职、新任领
导到员工生日、周年、转岗、离岗以及员工季度业绩表彰等一系列
涉及员工生活和工作的事项均以团建的形式展开。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为了提前提高自我综合能力
更好地适应企业环境，面向大学生Ａ市高校进行了实践调查，
就大一新生入学前开展中长期的军事化培训，从意识上提高学生
的独立自主性，相比于传统的军训模式，该高校加入了特色活
动，以团队形式进行防火演练、徒步拉练、拉个比赛以及趣
味，演技，大比拼等素拓活动。在各种素拓活动的过程中，各
类群体之间建立了基础的友谊，通过这种陌生的素质拓展训练方
式，实现突破自我，弥补能力缺陷，完善心理素质及加强团队
精神的目标。

4  自我认知能力训练的实施效用
认识自我，优化自我。大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不断认识

自我的前期通过形式多样的素拓活动，学会欣赏和接受他人，
并从中找到自身定位，正视自己的不足，发挥优势，从而制定
规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及职业规划 。

增强信心,勇于交际。通过一系列素质拓展活动，培养了学
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敢
于挑战自我的勇气。同时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接纳，肯定自
我的团队友谊。

完善人格，激发潜能。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素质拓
展训练，更多的将学生从理论课堂，带到实践课堂。脱离教
室、脱离课本，从单纯的接受知识，到不断地行动与探索。有
效地向学生进行思想品质教育，开发学生智力，促进学生的社
会化发展。

团队协作，价值提升。从团队本身出发，以团队精神为核心，
引导大学生客服排他情绪和性格孤僻心里，融入集体生活，增强
集体荣誉同时，在他人领导力的影响之下，注重自身领导意识的
提高。

5  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断革新，大学生素质能力发展及

价值实现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在深入剖析当代大学生性格、兴
趣以及实践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对自我认知能力和团队协作创新
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职业生涯规划更加明确，从而引导大学生
培养具有创新性、有实际价值的认知合作理念，致力于从德智
体美多方面发展复合型人才

从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角度看，无论是优化自我、完善人
格、培养领导还是加强团队协作本领对于当代大学生都意义匪
浅。引导大学生快速定位自我，实现自身价值，进而帮助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发掘自身潜在能力，更好的适应未来求职及职业发
展的要求，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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