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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 
陈  婷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摘要： 大学生就业率低下、动手能力差、流动性快、缺乏职业远景规划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人力资
源配置。大部分高校需要帮助大学生重新认识职业生涯规划，进而使他们对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有更清晰的认识。本文通过对地方高
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学生一线调查，对调查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运用 SPSS, EXCEL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的分析，提出一套
富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改进流程和意见。结果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专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水平中等，总体是女多男少，选择
这个专业大部分的原因是别人推荐，没有过多的考虑自身的职业；62%学生对本专业满意度一般，54%的学生有清晰的短期的目标，
并且 64%的学生对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了解，毕业后 48%毕业后想继续深造或者直接工作，88%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我
们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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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扩招，就业率并未同步增长，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

峻，社会上对于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

问题并非是单纯的“就业难”的问题，其中大学生普遍缺乏职业生

涯规划是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地方高校有必要深入了解

当前大学生的职业规划现状，用以更好帮助其建立职业生涯规划体

系。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规划不可一劳永逸而是既要

基于可预见的情况进行规划，又要考虑生涯中意料之外的情形 1，

应该将我国的职业生涯教育进行前置 2，以促进个体发展和自我成

功为目的 3。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与规划

行为受到来自学生个人评价、家庭因素等方面的影响 4，同时大学

生职业价值观、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在校实习经历都对其就业质量

有重要的影响。作为大学生自身要树立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

充分的认识自己,认识社会 5。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地方高校毕业生

职业生涯规划状况，以期为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的就业

指导课程改革，以及提升地方高校职业生涯规划个性化服务水平，

帮助毕业生做好就业准备和生涯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测试的方式调查了某地方高校毕业生 50 人，

其中有效作答 50 人，问卷有效率为 100% .其中男生 13 人，占 26%，

女生 37 人，占 74%;家庭所在地来自城镇占 60% , 

县城 16%，村镇 24%；父母是知识分子的占 52%，非知识分子

的占 48%。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最后是如

何提高她们规划职业生涯的能力进行调查和研究活动。本论文研究

的方法有查看资料的方法、总结演示的方法，在掌握相关理论知识

的前提下，针对大一新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在此

基础上精心设计和编制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以了解学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针对学生编制职业生

涯规划现状调查问职业包括选择的专业、就业、创业等问题的认识。

最后由研究者进行数据汇总并釆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专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水平 

从表 1 职业生涯规划量表的总体调查结果来看，描述性分析的

整体情况，数据中没有异常值出现，总体职业生涯规划水平中等水

平。最大之是 2.44，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大部分的原因是别人推荐。

最小值是 1.1，表明大部分人都愿意参加更多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 

表1 新生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水平 

基础指标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依据？ 50 1 3 2.44 0.837 3 

你是否对目前所读的专业满意呢？ 50 1 4 1.68 0.587 2 

您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吗？ 50 1 4 2.18 0.748 2 

您了解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吗？ 50 1 4 2.14 0.639 2 

毕业后的打算是？ 50 1 4 1.74 0.876 2 

你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我们的重要性？ 50 1 2 1.12 0.328 1 

选择就业的时候，您认为最重要的？ 50 1 3 1.62 0.667 2 

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势 50 1 4 1.72 0.904 1 

您的家庭长期居住于 50 1 3 1.64 0.851 1 

您的父母（其中一位）是知识份子吗？ 50 1 2 1.48 0.505 1 

你愿意参加更多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吗？ 50 1 2 1.1 0.303 1 

（三）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专业职业规划各指标分析 

利用简单的数理统计结果，分析出各项指标的现状，利用相关

分析，深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部分相关因素。 

表 2 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标准格式  

 您的性别： 
当初选择这个

专业的依据？ 

你是否对目前所读

的专业满意呢？ 

您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

明确的目标吗？ 

您了解自己适合的

职业发展方向吗？ 

毕业后的

打算是？ 

你认为职业生涯规划

对我们的重要性？ 

选择就业的时候，

您认为最重要
-0.134 0.086 0.048 -0.106 -0.064 -0.068 -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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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何看待目前的

就业形势 
0.222 -0.319* -0.211 -0.105 0.281* -0.042 -0.022 

您的家庭长期居

住于 
0.18 -0.117 0.01 0.04 0.17 0.118 0.158 

您的父母（其中一

位）是知识份子

吗？ 

0.113 0.166 0.254 0.253 -0.023 0.15 0.138 

你愿意参加更多

的职业生涯体验

活动吗？ 

-0.258 0.225 0.184 0.009 -0.074 0.330* 0.082 

* p<0.05 ** p<0.01 

（1）性别指标分析 

性别与其他 5 项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表 2 显示相关系数

值分别是-0.134, 0.222, 0.180, 0.113, -0.258，全部均接近于 0，并且

p 值全部均大于 0.05，意味着您的性别与其他 5 项之间均没有相关

关系。这说明选择宝玉石与鉴定加工专业与性别基本无关，这与大

部分人认为的女生相比较男生更喜欢选择宝玉石与鉴定加工专业，

以及女生更容易就业不相符合。 

（2）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依据分析 

调查显示，66%选择此专业是别人推荐的，从表 2 可知选择依

据与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势共 1 项之间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关

系数值分别是-0.319，全部均小于 0，意味着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

依据？与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势共 1 项之间有着负相关关系。但

是与其他 4 项之间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接近于 0，与

4 项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说明学生当初选择珠宝鉴定与加工专业

的没有过多的考虑自身的职业。 

表 3 专业选择依据调查结果 

选项 
小

计 
比例 

1.兴趣爱好 11 22% 

2.好就业 6 12% 

3.别人推荐 33 66% 

4.家族企业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0  

（3）是否对目前所读的专业满意度分析 

调查显示，36%选择此专业非常满意，62%满意度一般，2%无

所谓，没有不满意的情况。 

表 2 可知与其他共 5 项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

分别是 0.048, -0.211, 0.010, 0.254, 0.184，全部均接近于 0，并且 p

值全部均大于 0.05，意味着你是否对目前所读的专业满意与其他 5

项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表 4 专业满意度调查结果 

选项 
小

计 
比例 

1.非常满意 18 36% 

2.一般 31 62% 

3.不满意 0 0% 

4.无所谓 1 2% 

本题有效填写人

次 
50  

（4）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分析 

调查显示，54%的学生有清晰的短期的目标，26%有模糊目标，

16%的学生有清晰长远的目标。没有目标的只占到 4%。结果表明大

部分学生还是有目标的 

 

 

表 5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明确的目标的调查结果 

选项 
小

计 
比例 

1.有清晰长远的目

标 
8 16% 

2.有清晰的短期的

目标 
27 54% 

3.有模糊目标 13 26% 

4.没有目标 2 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0  

 

该项与其他 5 项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0.106, -0.105, 0.040, 0.253, 0.009，全部均接近于 0，并且 p 值全部

均大于 0.05，意味着 您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吗？与共 5

项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5）您了解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吗？分析 

调查显示，64%的学生是对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的了解的，

22%不太了解，12%非常了解，只有 2%不了解。 

表 6 对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的了解程度 

选项 
小

计 
比例 

1.非常了解 6 12% 

2.了解 32 64% 

3.不太了解 11 22% 

4.不了解 1 2% 

本题有效填写人

次 
50  

研究显示该项与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势共 1 项之间全部均呈

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0.281，全部均大于 0，意味着您了

解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吗？与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势共 1 项

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但是与其他共 4 项之间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

相关系数值接近于 0，说明这共 4 项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  

（6）毕业后的打算是？分析 

调查显示 48%毕业后想继续深造，36%想直接工作，10%想创

业，只有 6%没有想法。因此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毕业是有打算的。 

表 7 毕业后的打算调查结果 

选项 
小

计 
比例 

1.继续深造 24 48% 

2.直接工作 18 36% 

3.自主创业 5 10% 

4.无想法 3 6% 

本题有效填写人

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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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愿意参加更多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吗？共 1 项之间全部均

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 0.330，全部均大于 0，意味着

毕业后的打算是？与你愿意参加更多的职业生涯体验活动吗？共 1

项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但是，毕业后的打算是？与共 4 项之间

并不会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值接近于 0，说明与其他 4 项之间

并没有相关关系。 

（7）你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我们的重要性？ 

调查结果显示，88%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我们非常的重

要。没有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学生不重要，表明学生对比较认

同职业生涯规划。 

表 8 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选项 
小

计 
比例 

1.重要 44 88% 

2.一般 6 12% 

3.不重要 0 0% 

本题有效填写人

次 
50  

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与其他共 5 项之间均不会呈现出显著

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0.254, -0.022, 0.158, 0.138, 0.082，全部均接

近于 0，并且 p 值全部均大于 0.05，意味着你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

我们的重要性？与其他 5 项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 

五、 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地方高校宝玉石鉴定专业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

水平中等，具体如下： 

这个专业总体是女多男少，但是宝玉石与鉴定加工专业的选择

与性别基本无关，当初学生选择这个专业大部分的原因是别人推

荐，这与大部分人认为的女生相比较男生更喜欢选择宝玉石与鉴定

加工专业，以及女生更容易就业不相符合。当初选择这个专业的依

据分析也没有过多的考虑自身的职业；36%选择此专业非常满意，

62%满意度一般，2%无所谓，没有不满意的情况。满意度与与其他

5 项指标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但是 54%的学生有清晰的短期的目

标，26%有模糊目标，16%的学生有清晰长远的目标，大部分学生

还是有目标的，与共 5 项指标之间均没有相关关系。并且 64%的学

生是对自己适合的职业发展方向的了解的，22%不太了解，12%非

常了解，只有 2%不了解，研究显示该项与如何看待目前的就业形

势呈现出显著性。毕业后 48%毕业后想继续深造，36%想直接工作，

10%想创业，只有 6%没有想法。因此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毕业是有

打算的，毕业后的打算与职业生涯体验活动呈现出显著性。88%的

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没有学生认为职业生涯

规划对学生不重要，表明学生渴望得到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二）对策 

1、学生层面 

首先要树立职业目标。树立职业目标可提高工作绩效和个体能

力，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订立职业目标，同时可用职业目标为学习任

务和专业实践做出规划指引，进行有的放矢地学习与实践。其次，

树立科学职业观，增强职业选择多元化。树立良好职业价值观有利

于学生获得在职位上发展的长足动力。选择自己的专业的依据多数

还是以自我爱好和别人为主，考虑到实际的就业环境不足，因此，

容易选择受限，学生还需要在考虑实际的就业环境。 

2、高校层面 

首先，定制职业生涯教育。应该使学生习得职业生涯规划的技

能，提高学生规划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分析职业环境的能力、作

出有效职业选择的能力和提高职业决策成熟度。其次，高校需明确

生涯教育应该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唤醒学生的规划能力。最后，

在高度重视市场需求的同时，促进学生对就业市场进行广泛的实际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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