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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职业规划 篇 1 

  研究生就业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近日，一篇名为《财大七年，读

研了还是一无是处，我们只能做客户经理？》的帖子在网络上热传。帖

子的作者哀叹面试失败及读书七年后的一无所获；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家

庭背景和学校的不自信。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在显得尤为突出，曾经

公认的“学历就是敲门砖”，再次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眼下有人

已经经历了考研失败，垂头丧气地在招聘会上打转；也有人以为考研才

是“正道”，再次扑入考研中。“考研”与“工作”，到底选哪个？读

了研为何还是找不到工作？到底考研对于找工作有没有帮助？面对大

家的诸多困惑，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职业规划，如果一开始就做好

了职业规划，无论是什么学历都好找工作。 

  这篇帖子的作者讲述了她去一家大型外企在中国的分公司的面试

经历。 

  “一见面直接英语开场，之前有准备英语自我介绍，说了不到 3句，

犀利的 HR大姐直接打断，问我是不是在背诵？后来直接问英语面试题，

刚开始还能接得住，后来开始用英语面试对他们企业文化的了解，以及

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和我的分析理解，瞬间就发现自己词单力薄，完全跟

不上趟，我只能够要求用中文面试。 



  之后 HR开始问很专业的问题，后控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数据异动怎

样判定，可以用哪些方法？……我自问对这个方面有所了解，本科的论

文也写的是相关内容，但是发现面对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居然一问三不

知。当时就慌了，答得乱七八糟。 

  面试官看到我实在答不下去了，就换了一个话题，问关于个人职业

规划和之后安排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由于上一回合弄得逻辑混乱，就

答得很一般。半个多小时后，我出来了。人家让等下一次面试的通知。

我出来了，本来事情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偏偏过了一会，我不知哪根神

经搭错，又倒回去想问问今天的面试表现。结果当时正是吃饭时间，前

台没人。就朝那个 HR的房间走，结果还没走到，就听见里面很大声地

讨论：‘什么这个奖，那样奖，啥子也不懂，一问三不知，什么重点大

学，都白学了……’当时听到就想哭，没有理论的冲动，头也不回地就

走了。7年了，原来真的什么都不会，英语让我们学了 2年，结果现在

依旧是高中水平，只能蹦几个单词，过了六级，过了 BEC，但是离流利

的口语交流还是有差距；数学学了 2年，结果发现一点用也没有，没有

单位笔试考数学；学了 2 年经济，原来还不如别人面试前晚上看几个小

时的新闻有用；学了 1 年会计，发现我连个报表异动都看不出来；学了

一年计算机，还不如对面专科学校学生 Excel 用得溜。原来我真的是一

无所有，难怪人家 HR要骂我。” 

  其实这样的情况相信很多硕士毕业的学生都有体验，研究生院的初

衷是为科研培养人才，注重理论教育，刚走出学校的硕士生可能会遇到



理论和实际无法共通，一肚子学问无法表达的事情，这些通过一段时间

的实践和心态调节都是可以解决的，提醒考生，考研前就应该做好以后

几十年的职业规划，做到心里有底，才能不被硕士学位“拖累”。 

 

职业规划职业规划 篇 2 

  关于 php 的职业规划抑或是计算机方向的职业规划，好多人都在问

我，php 都有那几个职业规划的方向，往哪个方向发展更适合自己，其

实关于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了，集合当前 Php 的整体发

展，后盾网 php 程序员的黄埔军校给大家答案：php 的职业发展规划，

软件工程师，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发展 

  1、技术路线，走这条路的人基本就要奔着架构师，资深技术专业

的方向去发展，做到架构师的层面，年薪 50 万真心不再是梦。 

  2、管理路线，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敲一辈子的代码，想一下，

40多岁了，公司也不会允许年龄过大的程序员，所以，在工作个 4，5

年之后就要考虑往管理的层面去发展了，项目经理，公司技术副总这些

都是我们的目标。 

  3、销售方向，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单纯的销售，是和行业相关的销

售，如各大系统的售前支持，售后支持等，这条路更需要我们有广阔的

人脉资源等。 

  4、其实还有一条路，就是讲师，现在的培训业如此的火爆，好多

公司也都需要内训，技术讲师这个层面也是很好的方向和选择。无论哪



条路，把握好自己的方向才是王道，后盾网 php 程序员的黄埔军校，中

国首家毕业学员送锦旗的教育机构。 

 

职业规划职业规划 篇 3 

  有爱、有责任感是职场人的基本素养，而有趣则是加分项目。无论

你拿多少佣金，摊上好事或者坏事，如果有一颗有趣的心，一种化悲伤

为平常的方式，那么你的 职场人缘应该查不到哪儿去。 

  没人愿意听别人重复抱怨自己多累、多烦躁、多不幸，在如今普遍”

亚历山大“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要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怎么让自己活得更

好上，对幽默进行总结并加以运用，快速成为同事、朋友圈里的”大小

骨干“。 

  招式一：扩大和缩小 

  增加自身幽默感的找事之一是学会观察，并将事实进行扩大化或缩

小化描述，只要你将事物扩大（缩小）到一般人的想象力之外，那么幽

默感自然就产生了。举个例子： 

  汽车把一只鸡轧死了。司机问一个小孩：“这鸡是你家的吗？”小

孩回答：“一切都很像，不过我家的鸡没有这么扁。” 

  招式二：找漏和补足 



  找漏和补足也是产生幽默感的一种方式，但这里的找漏是别人不易

想到的漏洞，否则就没有新意了，也不可能产生幽默版；补足也同样如

此。杜宇这一规律请看下面的笑话： 

  一人坐上出租车，着急地说：“快带我到机场去，我要赶上 10 点

的飞机！”出租车司机看看表说：“都已经十点零五分了，飞机早已飞

走了。”那人幽幽地说：“我是飞机的驾驶员！” 

  招式三：奇想和改题 

  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概念应当是前后统一的，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如果概念偷换得好，有时也能够产生有趣的“错误”，这就是幽默的感

觉。请看事例： 

  宝宝拿着一块抹布，高兴地说：“妈妈，我学会用抹布了！”“那

你擦什么了？”“我刚用它擦过桌子，又擦了马桶，还擦过地，现在正

准备去擦碗。” 

  招式四：转弯和组合 

  转弯和组合也是产生幽默感的方式之一，转弯实质上就是目前流行

的脑筋急转弯，由于这种转弯通常都比较突然，事先考虑不到事情的发

展方向，所以讲事情说出来后会产生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带给我们

的自然是幽默。至于组合，是以上几个招式的叠合，是一种综合的幽默。

请看事例： 



  我奶奶现在还在农村。自打我考上清华以后，每次回去奶奶总对我

说：“家里几块地，还有这个院子，这些鸡啊猪啊的，我都给你留着。”

看到今年的就业形势，我终于体会到了她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和用心良

苦…… 

  总的看来，幽默是思维的产物，制药思维能够创新，再附以自己的

想象力，就会产生幽默感。这就要求职场人，学会动脑筋，将尴尬、委

屈与偶尔的无奈，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让自己舒坦，也让事情变得

更好。 

 

职业规划职业规划 篇 4 

  你需要 充电计划 吗？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你是否已感到多年的经验可能会因为新技

术的革命的出现而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是否觉得自己在工作中的

优势已越来越弱，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可能也越来越小了? 

  可能处在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触，也有着不同的想法，职

业规划之“充电计划”。有些人突然间发现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茫然，不

知道将来要去干什么。有些人则想走出国门镀镀金，提高一下自身素质，

为以后获得晋升，得到高薪打个基础。 

  国内资深职业咨询师白玲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其实每个人都应

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充电计划”，给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做一个明

确的规划。 



  经常听到有人报怨没时间看书学习，白玲觉得那是紧迫不紧迫的问

题、是排序问题。如果有了清楚的职业规划，肯定有清楚的充电计划。

如果总是报怨没时间学习，很可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规划，所以也

没有把充电规划提到日程上。 

  充电本身是职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充电只是你实现目标过程中的

路径，在这过程中充电起的作用是推波助澜。以前有人把充电作为“改

道”的手段，充完电后，希望整个人生就变了，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了。

原来可能学个 MBA，就真的改变了。现在不行，所以充电还是对自己的

一个提高。据她多年的从业经验，把 25、26 岁看作一个分水岭。并且

划分了三个阶段的人群：25-32 岁，32-36 岁，36-45 岁。 

  定大方向期 

  在 25、26 岁时，基本上工作了两三年，有基本的经验和能力，到

了定大方向，需要一个舞台的时候。如果这时给他们一个舞台去做事情，

他们首先面临一个选择：这个舞台要不要?需不需要重新选择行业?如果

这行业不适合我，这工作不适合我，这工作我干厌倦了，是否在这时马

上换掉。所以也有三年之痒的说法。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企业用人时，

会把 25、26 岁的人群看得比较重，会给他们事业上一个舞台，提供一

个发展的机会。25-32 岁之间是不断积累的阶段。这段时间他们应该有

业绩，顺利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权力，有回报(包括金钱回报)。 

  基本定型期 



  有了回报之后，就是要解决家庭问题，要成家，有些人还会试图成

为这个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所以白玲觉得 30多岁时，对个人来讲，

事业上已经有基本型态了。有的人还要在这阶段第二次创业。因为在前

期的基础上已经积累了资本和经验。 

  所以到 36 岁时，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选择：要不要创业。另外，这

时大多数人已经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有个大的抉择：要不要去

做管理，要不要去做专家?这时已经基本定型了，如果说 36岁再去换工

作，确实有点…… 

  既然在事来上已经基本定型了，这群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否

也很清晰?白玲认为，行业不同，相对状态也不同。在一个稳定的、相

对来讲发展也比较规范的行业，大家可能在这个阶段对于事业前途特别

清晰。而比如互联网行业，在这时候就是创业期，发展的路径也不是特

别清晰，他们在这行业折腾好长时间，可能也没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时

可能好多人就说犹豫：要不要创业，要不要换行业? 

  追求稳定期 

  在白玲看来，36岁事业基本定型后，在 36-45 岁间，大多数人只是

求稳定，更多地是带后来人。这时他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组织的目标，

包括和团队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职业生命的延续。所以白玲觉

得，这时他们是在企业里承担重大职责，或者是权威专家的角色，他们

追求在这个岗位上稳稳当当地尽职尽责，就业参考《职业规划之“充电

计划”》。很多在社会上很不错的成功人物都是从这阶段出来的。再往



后，他可能还会伴随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自己，他也可能开辟一个领域，

参加什么行业协会，去搞一些公益事业等，这也是延长他的职业生命。 

  在互联网行业，虽然的些人很年轻就成名成家了，这有时会给人一

个“误区”。舆论导向上让很多人觉得年青人也应该像那些 IT 精英们

一样。其实这条路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很难走。他们身上有常人没有的

东西，他们吃了多少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是和那个行业有关的，但

这不是常规。 

  最需要充电的阶段：25-32 岁 

  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需要充电?白玲认为 25、26-32岁这个阶段是

最需要的。 

  白玲一直把人的核心竞争力分成四部分：知识、技能、经验(眼光)、

心理素质。大学阶段培养的是知识，如果自身结合的好的话，可能会发

展一些技能。这个阶段充电对完成技能有帮助。25岁时，已经在社会上

闯荡了两三年，面对企业给自己的舞台，他们知道自己缺什么，要什么，

所以迫切需要充电，根据需要来调整自己。这阶段就像海绵一样吸取东

西。 

  而 30 多岁时，已经在企业里占据非常高的位置，要去实现自己事

业上的一堆想法，这时更多的是贡献，而不是着急的去充电。也就是说

他们的主业已不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做，后来越来越是这样子。 

  充电需要脱产吗? 



 白玲把充电的需求分为两类：内功和外功。要想搞清楚自己是否需

要脱产充电，首行要明白自己要练内功还是外功? 

  如果你刚开始熟悉这行业，对这行业所有的事情还需要认识很多，

这就是需要练外功。那样的话，根本没必要脱产充电。你可以边学边练，

在实际应用中掌握技艺。像那种脱产的充电，一定是你过去积累已经到

了一定阶段，但你觉得你在意识上上不了一个台阶，或者说你身边的“人

场”没有把你往上提升，那你就需要脱产。你需要一个安安静静思考琢

磨的环境，这叫练内功。这样可以脱离你的本职工作完成学习。但白玲

觉得。现在很多人都需要练外功，眼前能看到的还没学好？ 

  要不要充电? 

  其实在不同阶段的人群都会有种困惑：到底需要不需要充电呢?白

玲碰到过很多这样来咨询的客户。比如：我是不是出国拿一个文凭，我

在国内要不要读 MBA，等等问题。白玲会根据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不

同的兴趣爱好给出不同的建议，但宗旨都一样：就是看学习本身对他个

人来讲意味着什么，这种学习对他有没有价值。 

  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大专毕业，拿了七个证书，而且还报了一个广

告专业的本科班。在听完白玲的讲课后，她把那班给退了。白玲对她进

行职业方向定位测评后，觉得她的特点和性情，价值取向等都不太适合

做广告。而且广告界年龄偏小，她现在 26 岁了，学完两年后再去广告

界，年龄偏大。最重的是这对她来讲没有意义，她的学习跟她的职业没

有一个交相呼应的关系，白玲建议她不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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