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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学业生涯规划的调研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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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尚处在起步阶段，然而新生的学业生涯规划将直接影响其大学四年的学习

与生活质量以及就业情况。从学习、工作和生活三个维度对大一新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学

校重视度不够、缺乏个性化专业化的指导，学生渴望知识的热情不高、对自主学习的认识不够、周末时间利用欠

妥、缺乏对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的认识、缺乏对自身的了解、盲目跟风、行动力不足、知识应用薄弱等。针对发

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今后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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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属于职业生涯规划的一

部分，是指大学生对与其事业(职业)相关的学业所

进行的安排和筹划。具体来说，就是大学生依据自

身的情况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明确事业发展的方

向，进而制定在校期间的学习目标，并为这个目标

付出行动的过程[1]。近年来，企业用人需求量在逐

渐增加，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却日益凸显，原因主

要是大学生的能力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大学本科

阶段是校园生活与职场生活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

期，他们面临着考研、留学、就业等人生重大选择，

是学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然而高中以封闭式的应试

教育为主，许多初入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在学习还

是生活上都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很多学生感到空

虚、迷茫，不知道如何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做好

学业生涯规划对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就

业竞争力，实现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2]。 

一、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问卷设计 

为了了解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的近况，笔者主

要以中南大学大一学生为例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共发放 600 份问卷，有效问卷 572 份，其中工科生

260 人，理科生 188 人，文科生 94 人，艺术生 30

人，基本能够反映学校大一新生的心理状态、所面

临的问题以及对于学业生涯规划的认知程度。问卷

主要从学习、工作和生活三个维度对大一新生进行

调查，研究了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的现状以及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二)结果分析 

1. 学校层面 

一是重视度不够。在我国，虽然有部分高校已

经将学业生涯规划纳入对学生的学业管理中，但整

体的认知及重视程度并不够[3]。相对来说，许多学

校更重视职业生涯规划，高校已经具有完善职业规

划及指导课程以及系统的职业分析测试软件，而学

业生涯规划仅停留在理论阶段。经调查发现，许多

大一新生认为学业任务重，有压力，有的人感到很

迷惑，不知道做什么，甚至有人得过且过，仅有

44.06%的同学对大学生活感到满意。而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在许多学校只有辅导员、导师或者学长能

给大一新生一些简单的建议来帮助他们走出困惑，

大多数学校并没有完整的学业生涯规划体系，没有

专门的经费来支持，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 

二是缺乏个性化、专业化的指导。据调查，

78.04%的高校并没有系统的学业规划指导队伍，缺

乏专业的学业生涯辅导人员，很多高校都是由辅导

员来兼任这个工作，然而由于自身任务的繁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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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限制，并不能有效地做到学业生涯规划的指

导[4]。背景不同、类型不同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

学业发展路径，学校没有科学的测评手段来分析，

更无法做到对每个学生都有个性化的针对指导。即

便有学业生涯的辅导，大多也是通过讲座或课程的

形式开展，无法做到学业规划课程的多样性，很难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 个人层面 

一是渴望知识的热情不高。47.9%的学生到教

室看书及完成作业、课前预习，69.58%的学生去图

书馆看书，其中赴图书馆看书的人中 76.5%的同学

是完成作业、10.06%的同学去图书馆看与课程相关

的书籍，只有 5.78%的同学为扩大知识面而在图书

馆看书。可见，大部分学生是为学分或者为成绩而

学习，跟着老师走，仍保持中学时期的被动学习状

态，仅完成老师要求的课程作业，相当部分学生没

有自己的学习目标，缺少对知识的渴望。 

二是对自主学习的认识不够。自主学习是学生

自己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自己做主，不受别人(包

括老师和家长)支配，不受外界干扰，通过阅读、听

讲、研究、观察、实践等手段，使自己可以得到持

续变化(包含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等)的行为方

式。表 1 统计了学生每天大概的自主学习时间，

60.49%的学生每天能自主学习 1−3 小时，22%.03

的学生每天能自主学习 3 小时以上，15.38%的学生

在 1 小时以下，看来学生对自主学习的认识不够、

主动性不够。这样的学生，在执行学业规划时，将

会直接影响其执行力。 

 

表 1 “除上课外，你大概每天花费多少时间来自主学习？”

调查结果 

选项 人数 比例(%) 

1 小时以下 88 15.38 

1~3 小时 256 60.49 

3 小时以上 126 22.03 

从不 12 2.1 

 

三是周末时间安排欠妥。有 30%左右的人在周

末会去聚餐、看电影、进行体育运动或户外游玩参

观。聚餐能增进朋友间的友情，看电影、进行体育

运动或户外游玩参观能让紧张的学习状态放松，但

是，只有 13.29%的学生愿意参加名师讲座，可见学

生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还不是太高，还没有意识到

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头脑充电的重要性，也说明了

学生对大学生涯规划不够重视。 
 

表 2 “你计划周末大部分时间怎样度过？”调查结果[多选

题] 

选项 人数 比例(%) 

聚餐 318 38.11 

看电影 204 35.66 

逛街 108 18.88 

体育活动 198 31.12 

名师讲座 76 13.29 

户外游玩参观 166 29.02 

做兼职 50 8.74 

其他. 358 62.59 

 

四是缺乏对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的认识。尽管

有 80.03%的学生认为艰苦专业和学业规划无关系

(有 70.63%的学生认为如果所学专业是艰苦专业，

也会坚持学习并努力学好，19.93%的学生会先努力

学好，然后转专业，3.15%的学生认为无所谓混日

子过)。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学生来说，已经习惯

了父母或老师为自己制定计划，不会去主动思考自

己的学业和未来，特别是刚走出高中校园的大一新

生，摆脱了父母和老师的约束，还沉浸在大学的安

逸与自由当中，而且很多同学在脑海里并没有学业

生涯规划的概念[5]。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77.97%

的学生对大学四年的生活仅有一个大致的规划，

10.84%的学生甚至完全没有规划，可见大多数大学

生对于自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并没有一个非常具

体的规划。 

 
表 3 “你对你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规划吗？”调查结果 

选项 人数 比例(%) 

有非常具体的规划 64 11.19 

只有一个大致的规划 446 77.97 

完全没有 62 10.84 

 

五是缺乏对自身的了解。对于自身的了解与认

知是科学正确地做出学业生涯规划的基础，只有了

解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业发展道路。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同学

并不擅长通过科学的方式来了解自己，86.01%的学

生通过父母、老师及自我评价来简单地判断自己的

优势与不足，很难科学地制定出学业生涯道路。同

时，家庭与出身也是影响生涯规划的重要因素，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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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的孩子可能受到更多经济方面的限制，并且

与发达地区的孩子在知识面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

但并不代表发达地区的孩子更加优秀，学生应该尝

试发现自己更多的优势。 
 
表 4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调查结

果 

选项 人数 比例(%) 

通过父母、老师及自我的评价 492 86.01 

通过科学的量表来测试 46 8.04 

通过其他方式 34 5.94 

 

六是盲目跟风、行动力不足、实践环节薄弱。

所谓惰性选择，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指面临选择

时主观上逃避、不愿意思考、盲目从众的一种消极

表现。在选专业的的时候，许多学生对专业的设置

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有的是听从家长或老师们的意

见，有的是别人选择什么自己就选择什么，进入大

学之后对自己的专业前景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却表

现出对专业的不满意，从而影响学业生涯规划[6]。

在考研、工作和出国的选择上，学生也很难做出符

合自身情况的选择，很多都是听从父母或者“优秀

的同学、学长怎么选，我就怎么选”。从表 5 我们

可以看出，55.24%的同学在学习方面的目标是保

研，但当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读研以及为此做了哪些

准备时，他们很多人并不清楚原因。在执行方面，

只有 22%的同学能够花费 3 个小时以上来自主学

习，许多同学仅仅是制定了保研的目标，但执行力

却不足。同时，学生普遍只重视考试成绩，无论是

在社会实践还是工程实践方面都没有投入。习近平

总书记告诫青年人:“要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

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

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7]然而调查发现，仅有

8.74%的同学计划在周末做兼职(见表 2)，其他的同

学都是在聚餐、逛街、看电影中度过的。对于工科

学生来说，尤其是想读研的学生，只有少部分依靠

创新创业项目资助能够提前进入实验室，无法做到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表 5 “你对大学四年学习方面的目标是？”调查结果 

选项 人数 比例(%) 

保研 158 55.24 

拿奖学金 73 25.52 

适当努力，中等水平 46 16.08 

60 分万岁 9 3.15 

二、大学生学业生涯规划有效对策的建议 

(一)明确学业生涯规划的定位 

学业生涯规划不等同于职业生涯规划，高校不

仅仅要关注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应该加强对学

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应设立专门的部门，建立

完整的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认识到

学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全面了解自我、

了解自己专业的前景，让学生尽快从高中的学习习

惯中转变出来，适应新的大学生活[8]。同时，树立

危机意识。大学是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学生需

要尽早树立自己的职业目标，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并坚持实施。 

(二)采用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分类指导 

不同的学生，有着家庭、年级、专业、性格等

方面的差异，对学业生涯规划的需求也各不相同[9]。

例如，对于家境较好的学生，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更多选择读研或者出国留学；而对于农村或者偏远

地区的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只有学习好才

能改变命运”，因此可能更重视专业课的学习[10]。

另外，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大

一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不高，因此，有必要介绍专

业前沿的研究成果以及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同时，大学的学习方式及生活方式都与高中有所不

同，还应该让学生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了解学校

能为学生提供的各种学习、生活的资源。而高年级

的学生，面临着就业、考研、出国的选择，对于社

会工作环境、考研技巧以及国外的学校都需要有一

定的了解。除此之外，单一的授课或讲座并不能满

足大学生的需求，学校应该结合现代化的手段，丰

富教学方法和内容。例如将学业规划与趣味游戏相

结合、建立自我分析测评系统，帮助学生了解自我，

或者利用新媒体加强学生与老师的沟通交流等。 

(三)加强校企合作，完善专业化指导教师队伍

建设 

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做好学业生涯规划的

前提，只有完善的教师体系才能科学地解决学生的

学业规划问题。目前，学校的学业指导教师大多由

导师或者辅导员兼任，但问题在于他们缺少专业的

学业生涯辅导背景，缺少对职场的了解，在对学生

的辅导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11]。因此，首先要选

聘一些专业的生涯指导教师或者对原有教师进行

专业培训。同时，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双师型”

教师队伍，确保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和“在实践

中学习”，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以及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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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2]。例如，可以邀请一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人

员到学校进行分享交流，介绍企业的需求以及在大

学期间如何提升相应的能力。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

需求选择提前进入实验室、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到

企业实习，以提升实践能力，加强对研究生或职场

生活的了解。学生自己也要做到“知行合一”，坚

持执行学业规划，并不断反思改进。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一方面，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要

提高对学业生涯规划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专业

的老师、专业的指导对于学生了解自我、制定科学

的规划并能够坚持执行来说都是必要的。除此之

外，学生和学校都要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帮助

学生加强专业的学习和实践训练，从而促进学生实

现学业目标，提高综合能力，为将来进入职场打下

良好的基础，能够在将来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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