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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涯规划大赛作品 

 

作品名称：大学生涯规划 

参赛者：林敬斯 

年级专业：美术与设计学院 2016 级绘画专业 

规划日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一）自我评估（或自我盘点） 

自我评价： 

优点-开朗热情活泼幽默风趣，活跃，喜欢运动，阅读，对生活有热情。 

缺点-缺乏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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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评价： 

优点：乐观，活泼，开朗。 

缺点：有些小幼稚，不成熟 

      

  

 

 

 

（二）环境分析 

一、 外部环境分析 

序号 分析源 具体说明 

1 家庭环境分析 经济小康，教育方式严谨却自由 

2 学校环境分析 对学生自制力要求高，专业劣势较高，需靠学生认真

专研。 

3 社会环境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竞争压力大。 

4 目标地域分析 北京，空气质量差，但非常适合学术研究。 

 

序号 分析源 具体说明 

1 目标职业名称 艺术家，画家，教师 

2 

目标职业所在

行业分析 

行业现状较差，前景还有希望，待遇差距大，就业需

求量不大。 

3 

目标职业所需

知识技能 

绘画基础，学位高，英语基础。 

4 

目标职业的工

作特点 

收入不平稳，但自由。 

5 

目标职业的就

业出路 

工作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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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目标职业细解 

教职工做，工作环境差距大，待遇一般，未来依旧上

升趋势小；进入途径多种，胜任标准应人而异。 

职位名称： 画师 职位分类： 画家 

薪资状况 

                         收入不稳定 

职位概要 

                      对身体素质要求应人而异 

                      对学历才能要求高 

 

任职资格 

教育背景： 大学本科生以上 

职业知识： 对专业要求高 

职业经验： 要求严格 

职业技能或专业能力； 基础扎实且对学术有研究 

职业态度或通用职业能力: 教学 

                          工作条件 

工作场所： 工作室，教室 

环境状况： 较差 

职业安全： 一般 

工作时间： 固定 

职位晋升方向 

让更多人认可作品 

                          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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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定位 

作为一个教师职业，发展前景较小，市场虽广，但需自身对学术的专研。 

一、行动事件清单 

     一名优秀的画师不仅要有很高的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强烈的责任心，还要有爱心。

画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和画家，情感教育在画师的教育教学中站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尊师爱生

的和谐气氛一旦形成，内化的结果便形成良性的情感循环，进而优化育人的心理环境。画师对

学生宽严相济，不仅靠原则、宗旨、理想，而且靠情感来维系师生关系，理解、尊重、信任学生，创造出一种轻

松愉快的气氛让学生受到教育。画师们力求同步感受学生的心灵诉说，化解、分担学生内心的忧郁；

用自身的仪表、服饰影响学生的审美情趣；用平等沟通师生的心灵，架起理解的心桥。     

二、行动阶段性目标 

1.短期的目标：.... 

   

2.中期的目标：.... 

    

3.长期的目标：.... 

 

（四）实施步骤与措施 

1.大学生涯的行动事件清单 

要达到职业目标，需要职业技能的全方面提高，使自己更加契合目标职业的要求，

在本科期间需要做的事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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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需要提高自己的绘画基础，只有基础稳固扎实，才能继续对学术的专研。 

2.其次，不能只是对基础的强调，还要对艺术的研究，对艺术史的深入了解。 

3.在学术不懂处多请教，更加完善自己 

4.要了解画师对于社会的各种影响，例如心理的疏导等，学习一些关于心理疏导方

面的知识，这样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来作品艺术品想要呈现个世人的内容。  

2.大学生涯的具体行动目标 

大一阶段（包括寒假和暑假）：.... 

大二阶段（包括寒假和暑假）：.... 

大三阶段（包括寒假和暑假）：.... 

大四阶段：.... 

 

（五）反馈调整 

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主客观条件均会发生改变，面对不可预测的因素，提出更为

有效的解决方法： 

1. 备选目标职业详解：考前班教学师 

2. 目标职业的工作岗位分析：作品无法一时让大众认可。 

3. 备选目标职业的发展路径分析：看个人发展。 

4. 实现备选目标职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优势：工作稳定 

    -劣势：学术思想被禁锢 

 

 

（六） 结束语 

 

     绘画劳动的特殊性，再加上绘画本身的发展，以及绘画的内在的表现形式，使得

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了进来，绘画不仅要映像客观世界，而要参与社会了，要表现人在

社会中的态度，绘画可以表现意识形态了，绘画还能很委婉的含蓄的宣泄一些人对现实

的不满，这使得文人基本上找到了一个 

由抒发胸臆的载体。画师的成分变了，绘画也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绘画发展了画师

还是画师发展了绘画，那是史学家和理论家研究的课题。由于有了文人画师，绘画的文

化含量多了，绘画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个时期的绘画表现形式是以文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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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形式，一时期文人画占了绘画的主流，画师的地位显著的提高了，这时的“人人

都可以是画师”成了只是文人才能做画师了，大批的画师从形式上、生活上都向文人靠

拢，比如齐白石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靠雕花木工手艺吃饭，因为聪明勤奋，由贫而富，

在家乡买地置宅，取名“寄萍堂”，他的绘画形式也是文人画的形式，只有文人画才会

有地位，才可以卖高价，一些有着很高技能技巧的画师沦落成工匠画师，只能画庙宇、

影壁等一些民间绘画了，他们的作品很难登上大雅之堂。 

     “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巨变，各种文化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改良，

人们从新的认识了绘画，绘画也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发展，画师也有了新的归宿，特

别是解放以后，画师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众多的行业之中的，一时期主题主义，政治

参与，使中国的绘画革新更加激进，画师不仅是普通的劳动了，画师俨然就是这个时代

的主宰了，画师基本上都是吃皇粮，而且享受着当时最好待遇，一些工矿企业都养着很

多的画师，这个时期的画师要比古代的文人吃香多了。 

     历史有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也有它滑稽的一面。 

     中国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迎来了一场变革，

这场变革的初始想法是很单纯的，只是想把经济搞上去。然而经济在现代的领域里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的变革就好象是一个巨大震原，它的冲击波波及到了社会的每一

个层面，每一个角落，使得生活在这个冲击波范围里的人们自觉与不自觉都为之一震，

这个震动打破了多少年来的生存习惯和意识的惯性，所有的信念开始动摇了，最终改变

了人们的价值观。画师这个特殊的领域即不是这个社会的主角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

画师要生存就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但是，初期的改革多少带有一些实验性，这种实

验性就造成了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人们在丰富的社会活动形式与方法中难免

采取一些超常的手段，画师也不例外。由于画师的作品毕竟是属于精神产品的范畴，能

够关照它的最起码要先吃饱了饭再说，所以画师的服务对象首先是这个社会的上层人

士。这个层面上的人是变革的实验体，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的活动频繁，他

们需要各个层面的关系，绘画作品是个很体面又很保值的产品，用绘画作品疏通关系是

个不错想法，一时期那些名画家的作品被炒到了天价，其他画家的作品也跟着沾光，各

个画廊、拍卖会成交额集聚上升，画家这时不谈吃饭的问题了，是谈吃什么的问题了。

当然还有一部分没有名气的画师生活也不错，改革毕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老百姓

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多少有了一点闲心要装饰自己的生活了，他们没有很高的经

济实力去买名人的作品，他们会到超市和抵挡的画廊花上百十块钱买上一幅画装点刚刚

搬进的新居。 

     改革使得人们的生活丰富了，改革也使得画师的腰包鼓起来了，越来越多的

人画画了，越来越多的人想学画画了，一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美术班星罗棋布，几乎所

有的大学都有了美术学院，每年的美术高考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至于绘画的宗旨，绘

画的目的，以及绘画的精神性与文化含量那是理论家与一些个别画家要想的事，大多数

画师不想这些，因为现在的人们用钞票买画的时候根本不看这些，画师还是现实一点的

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候改变一下人们对穷酸画家的习惯看法有什么不好呢！望

天下的画师都有个好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