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职业生涯规划的原则



大学生在思考职业生涯规划时，应该把个体和社会结合起来，把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进行

思考。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能使一个人走向成功，不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可能使一个人误入歧

途。为了正确制订职业生涯规划，我们必须遵循一些原则，职业生涯规划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如下几条。



一、社会需要的原则

当大学生在确定职业目标时，要把社会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对自己的要求为准绳去观察和认

识问题，进而确定自己的职业岗位。职业岗位的产生，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上每一个职业

岗位的出现，也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社会的需要不断地变化着，旧的需要不断消失，新的需要不断

产生，我们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一定要分析社会需求，择世之所需。如果漠视社会需求，强调主观的想

象，闭门造车，那一定会自食苦果，不能实现职业发展的目标。



在选择职业岗位时，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素质，根据特长和优势选择职业岗位，

以利于今后在职业岗位上顺利地、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

异的，每一个人和其他人相比，在能力、性格、专业等方面肯定是不完全相同的。

根据自己能力及特长来选择职业岗位，既是胜任工作的需要，又是发挥个人的最

大潜力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需要。准确评估自己的性格特点，充分发挥性格特长

也十分必要，从所学专业特点出发，使专业技能、知识结构能够迁移到目标职业

工作中，能够在职业岗位上大显身手。如果不坚持发挥个人优势的原则去择业，

那只会事与愿违，功不成、业不就，贻误自己的前程。不同职业对从业者素质还

有其特殊的行业要求，人们在发挥自己特长的同时，还要充分认识、主动去适应

职业岗位的需要，但若是身体原因、性别原因受限，则不能勉强。

二、发挥个人优势的原则



职业对每个人而言，当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谋取人生幸福的途径。谁

都期望职业生涯能给自己幸福，利益倾向支配着我们的职业选择。每个人通过

职业劳动，在谋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创造了社会财富。

每个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必将考虑自己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要求你实现

最大化的幸福，也就是使收益最大化。个人预期收益在于使这些由低到高的需

求得到最大的满足，而衡量其满足程度的指标表现在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生

涯稳定感与挑战性、自我实现程度等方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

都会尽可能满足其所有的需求，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出发，在一个由收入、社

会地位等变量组成的函数中找到一个最大值。不考虑个人利益的职业生涯规划

是不合理和不现实的，但择己所利必须建立在履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遵守国

家社会法规的前提下。

三、择己所利的原则



独立性原则是指规划职业生涯时有自己的主见，能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判断独立做出选择。

每个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他人及一些社会现象和信息会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人的建

议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些人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价值观差异、思考角度不

同，有时还会产生误导作用。独立性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头脑清醒，在了解清楚社会现状及发展

趋势的情况下，多看书，多浏览网站，多向父母、老师、同学、老乡、亲戚请教，

最后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毕竟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的是自己，未来职业

生涯规划的实现与否影响最大的也是自己。一般情况下，了解信息越多，

请教的人范围越广，做出的规划就越客观。当然，如果没有主见，听

的越多会越糊涂。凡是人云亦云、随大流的人是没有多大作为的。

但坚持独立性原则不是要求我们在做规划时闭门造车，固执己

见，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四、独立性原则



五、主动性原则

主动性原则就是指我们在职业生涯规划实施过程中，要主动出

击，积极实践。主动性表现在主动地完善自我，完善知识结构，提

高自己的素质，在就业前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此后在职业竞争

中获得成功打下基础。主动性具体表现在主动参与职业岗位竞争，

主动与用人单位进行联系，主动寻求父母兄长、同学老师、同事朋

友的各种帮助，主动开拓就业岗位、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主动性

还具体表现为主动地了解人才供求信息和规格要求，主动搜集各种

职业知识和用人信息，主动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咨询，主动参加各

种职业技能培训，主动准备好求职信，主动做好面试与形象等方面

的准备。凡是有主动性的人，是具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比起那些

被动、消极的人来说会赢得更多的机会，从而容易取得一定的成就，

尽快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



六、分清主次的原则

在现实生活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职业或用人单位是多样的，其

工作性质、工作条件、薪资待遇、发展方向等不尽相同，且各有各

的优劣之处。人们在选择时，发现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职业或用人

单位，只能权衡利弊、分清主次，在职业选择决策的过程中，抓住

主要的、现实的、合理的条件，抛弃次要的、幻想的、过分要求的

因素。分清主次的原则就是要求我们规划职业生涯不要面面俱到，

过于追求完美，那样只会丧失很多机会而难于就业。同时，分清主

次的原则要求我们规划职业生涯时，一定要搞明白哪些是主、哪些

是次，不能本末倒置，抓住了本该忽视的、与自己关系不大的方面

而忘记本应该重视的、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方面，错过了真正的好职

业，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发展程度。



七、长期性原则

职业生涯规划一定要从长远来考虑，只有这样才能给人生设定一个

大方向，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紧紧围绕生涯发展目标做出努力。规划一

定要明确，一个个可以实行的行动，各项主要活动何时实施、何时完成，

都要有时间和时序上的妥善安排。人生各阶段的线路划分与安排都具体

可行，能够根据个人特点、用人单位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确定将来

的目标。人生每个发展阶段的规划应保持连贯性，各具体规划与人生总

体规划保持一致，若摇摆不定，前后矛盾，则会浪费各发展阶段的人力

资本积累。规划是预测未来的行动，牵涉到许多可变因素，因此规划要

有弹性，到了一定的时间要视具体情况予以修正。有了长期性原则，职

业生涯规划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从而是可行的、有效的，最终使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的人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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