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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困境与对

策研究

冯　钰 1　刘云华 2　李　琳 3

( 广东白云学院　510700)

摘　要：后疫情时代下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艺术类毕业生也逐年增加，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强调职业生涯规

划的重要性，让学生尽早明确职业目标，对自己的生活学习进行有效规划，有准备地踏入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本文重点关注艺术类大学

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剖析其内在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后疫情时代下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困境的应对思路，试图助力艺术类大

学生提升职业规划意识，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从而更快适应复杂多变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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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under	the	post-epidemic	era	is	not	optimistic,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art	graduates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facing	enormous	employment	pressur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areer	planning,	so	that	students	as	early	as	possible	

clear	career	objectives,	effective	planning	of	their	lives	and	learning,	ready	to	step	into	this	competitiv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areer	planning	of	 the	art	undergraduates,	analyzes	its	 internal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areer	

planning	of	the	art	undergraduat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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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疫情时代下艺术生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

（一）自我认知、专业认知、职业认知现状

认识自我是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自我认知即对自己

的洞察与理解，只有实现自我观察与自我评价，才能对自己有整体

的把握与认知。整体来看，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具有良好的艺术天赋

和创作能力，其家庭、生活、学习等环境塑造了他们心智上的早熟，

能够对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产生比较清晰的认知，但这种

认知更多的是经验判断而非客观认知，更没有专业测评，没有对自

己性格中的优劣势进行深入剖析。

专业认知是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

要求有整体把握，并对所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工作内容、职业发展

形成清晰认识。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可能是自身兴趣使然，也

可能是在家人朋友建议选择了艺术类专业，不论何种原因，随着学

习的深入，学生都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所学的专业内容，并能够对自

己的专业水平、对专业的喜爱程度有一定的认知。但大多学生仍然

不能由此确定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对自己能力到底怎样、有什么

挖掘潜力认识还比较模糊。

职业认知是联结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

在校学习、企业实践以及与人交往等途径形成对某种具体职业的认

识和评价即职业认知。通过学习、实践，学生能够逐渐确定未来是

否要从事跟本专业相关的职业，明确未来从事职业的薪资、时间、

内容等方面的要求。但艺术类大学生很少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关注职

业发展，缺乏对职业环境和职业信息的细致了解，对职业期望值过

高，只关注眼前的薪金和福利待遇问题，很少将个人发展空间或未

来发展前景放在职业规划首位。

（二）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情况

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是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动力，具有

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才能自觉自发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为之

奋斗。艺术类大学生思维比较活跃，但稳定性较差，比较贪玩或专

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不够明确，不清楚将

来要从事的职业标准和从业要求，更没有针对未来职业目标建立有

效的学习计划和任务。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存在高年级

强于低年级的情况，往往学生到了大三才开始真正关注自己未来的

职业选择，有意识地弥补自己的专业短板，而低年级学生则认为自

己离毕业还很远，做不做职业生涯规划无关紧要，即使有想法也是

流于形式，职业生涯规划不成熟，有了规划也不照做、不努力，对

自我行为缺乏有效控制，形成了发展方向不明确、上进心不足的局

面。

（三）对后疫情时代下就业形势的认知现状

后疫情时代并不是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而

是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的时代。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宅家不出，电视剧、小说、短视频、动

漫、游戏、直播等成为人们消遣时光、缓解压力的重要内容，对于

播音主持、广播电视编导、表演、动画、艺术设计等艺术类专业学

生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学生对于后疫情时

代下的就业形势具备了一定的认知，能够获取企业用工需求缩减、

高校学生就业难的相关信息，但随着互联网发展红利信号的持续释

放，很多艺术类大学生错误地认为疫情对自己的就业影响不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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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影响，低估了当前社会形势下的就业压力，等待和观望心理较

强，很容易错过最佳的就业机会。

二、后疫情时代下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困境的主要因

素

（一）艺术类大学生自身定位不清

艺术类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专业认知、职业认知不强，过高

估计自身能力，对职业期望值较高，追求高收入、高福利、高社会

地位、比较轻松的工作，对职业本质、就业环境认识不够，在职业

生涯规划中找不准自身定位，因而陷入职业生涯规划困境。很多参

加企业实践或正式参加工作的同学表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往往会

面临理想与现实不符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匹

配度不高、工作时长超过预期、工作压力较大、工资收入与理想薪

资相差较远、成就感与自我价值感不高等方面，如播音主持专业学

生表示，自己从事的主播工作经常要从早上 6 点不间断直播到凌晨，

直播过程口干舌燥，睡眠时间严重不足，而且月薪只有 4000 左右，

与自己的预期相差甚远 ；动画专业学生则表示，自己的工作内容是

游戏特效，在学校学到的很多知识并不适用，需要经过公司培训才

能上岗。这就是学生自身定位不清，没有及早设计出合理可行的职

业生涯发展方向，不能按照职业生涯规划目标建立有效学习计划所

导致的。

（二）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足

现在高校均有开设就业指导、创新创业、职业生涯规划等相

关课程，但是在实际指导中，以理论指导居多，很多任课老师采用

“满堂灌”或“单一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过分依赖书本

知识，照本宣科，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职业规划的主观能

动性，特别是艺术类大学生追求特立独行，性格自由散漫，理论式

教学难以发挥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实效性。

（三）后疫情时代下就业形势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在

疫情本身影响与学生自身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困境。首先是疫情影响造成大学生就业形势改变，

导致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充满了不确定性，如面对经济低迷的状况，

想要创业的同学就要认真考虑考虑 ；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红利，

想要把握机会的同学也要及时做好转型准备。

后疫情时代下就业环境不容乐观，企业用工需求萎缩，就业

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的

差距直接影响学生的职场竞争力。

三、后疫情时代下艺术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困境的应对思

路

（一）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切实参与企业实践

《礼记 . 中庸》里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就是做

任何事情，事先做好谋虑准备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失败。这生动地

体现了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艺术类大学生要提升职业生涯规划

意识，通过正确方式充分认识自我，明确自身定位，科学规划职业

生涯，进而从意识上、行动上主动向自己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靠拢，

为日后求职择业、顺利融入社会、适应企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要全面提升自我认知、专业认知与职业

认知。在分析自我的过程中，艺术类大学生应该清楚认识自己的职

业兴趣和能力特长，理性看待自身的劣势和不足，将自己的专业学

习、家庭条件、性格特点、技术能力等考虑到职业生涯规划中。

（二）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力度，变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1. 完善职业规划课程设置，发挥职业规划教育合力。首先学

校或学院可以从艺术类大学生的实际出发，开发符合学生实际的职

业生涯规划校本课程，建立一套符合本校艺术类大学生特点的职业

生涯课程体系，做到分阶段或分年级对学生进行全程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帮助学生拟定、实施以及检视职业生涯规划目标。其次学校

可以充分发挥职业生涯规划教师、艺术类专业教师、辅导员的力量，

形成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合力。

2. 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校企合作或订单式培养等

模式，为学生提供高质量企业实践岗位，缩减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

实际需求的差距。一方面学校可以引进企业，将企业的一部分生产

线建在校园，如影视广告公司的广告制作与录制、歌舞剧院的剧目

排练等，在校内实行“理论学习”和“顶岗实训”相结合的办学模

式 ；另一方面学校通过掌握企业需求，为企业定向培养大量理论扎

实、技能过硬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待学生毕业后直接输送到企业。

（三）采取有效措施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

面对后疫情时代下的就业形势，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是非常有

必要的。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为大学生就业提

供多种可能，让学生对未来就业环境与职业发展充满希望，进而鼓

励艺术类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并为之奋斗。一是扩大艺术类专

业研究生招生数量，鼓励学习成绩优异、有学术追求的艺术类大学

生积极参加升学考试，提升学历层次与学术水平，通过升学深造提

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是政府部门可以出台政策，吸引

艺术类大学生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帮助经济落后地区更好营造

艺术环境和氛围，从而使得艺术类大学生得到更大化的价值体现 ；

三是通过政策制度加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动，促进艺术类专业与

社会就业需求相对接，为艺术类大学生提供更多优越的就业岗位和

就业政策 ；四是鼓励企业发展互联网经济，着力降低企业成本，互

联网经济主要通过线上开展商业活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小，

现已成为疫情下重要的经济业态，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扩大企业

用工需求，为艺术类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同时互联网经济

成本投入较低，经营方式灵活，适合疫情期间低成本自主创业，大

力扶持互联网经济，鼓励大学生创业，也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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