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书 

一、自我分析 

1、职业兴趣 

职业兴趣常包含于个人兴趣中，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事自己

感兴趣的工作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因而了解自己的兴趣倾向才可以更好地判断自

己喜欢和适合做什么工作，能够更好地把握机会，也能够勇敢地对不适合的工作

说不。事实上，兴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可以后天培养、管理的。 

通过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评，我了解到自己的兴趣倾向为：RIE，也就是说的

我的兴趣类型是比较偏实用研究和企业型的。 

 

2、职业价值观 

职业价值观是人生理想、信念和世界观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一

个人对职业的认识和态度，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通过进行职业价值观量表

（舒伯）测评，我得到了我的职业价值观大体取向是：创造发明，智力激发以及

成就满足。通过与九种的职业价值观比较，我发现我的职业价值观属于自我实现

型，该类型特点为不考虑收入地位及他人的看法，尽力挖掘自己的潜力，并视此

为有意义的生活，与其对应的职业有工程师、教师、科技工作者等。 

3、职业能力 

社会是最好的老师，职业能力高低决定了你不同的社会角色。我的职业能力

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检测。 

一是工作定性测评：在各种科创活动里，我勇于创新，习惯用数据说话。每

一个与我接触过的同学，对我都有较高的评价，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思

维得到其一致的高度好评。二是数据定量测评：测试结果中我的学习能力、数理

能力为 10分，空间判断能力、动手能力和察觉细节能力的得分均为９分。 

综合上述结果说明我能快速地学习新知识，拥有较强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

能力，从事科技型的工作比较有利，比如工程师、科研人员等。 

 

4、性格特征 

充分认识自己的性格，全方位的把握自己，才能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更好

的发挥自己之长，弥补错误，纠正偏差、乃至缺陷。 

在个性特征测评中，我选择的是被广泛运用的 MBTI测评工具。通过其测评,

我的性格类型为 INTJ——内向、直觉、思考、判断。这种类型的人有创意，善

于创造体系，有很大的冲劲去实践理念和达到目标；能够很快地掌握事情发展的

规律，从而想出长远的发展方向；一旦作出承诺，便会有条理地开展工作，直到

完成为止。；怀疑精神，独立自主，有高水准的工作表现。而 INTJ类型职业倾



向主要是能够运用智力创造好技术知识去构思分析和完成任务的职业，如科学家

或技术领域、计算机技术人员以及法官律师等。 

 

5、自我分析小结 

根据以上四方面的一致性分析，我总结出了我的总体个性特点，并进行了优缺点

对比分析。 

优点 缺点 

对自己要求严格，近乎完美 
有时给自己定了不切实际的高标

准，可能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过高 

考虑问题理智、清晰、简洁，不受他人影

响，客观的批判一切 

 批判性太强，将自己的想法强加

于他人身上  

高度重视知识，能够很快将获取的信息进

行系统整合 

易于过于理论化而不考虑实际情

况，易受远景规划诱惑，难以具体

落实 

具有独特的、创造性的观点，喜欢来自多

方面的挑战。 

过分独立的个性和工作习惯，总是

“拒绝”别人的参与和帮助 

 

 

二、职业分析 

1、家庭环境分析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虽不富裕但却非常和谐。父母从小喜欢尊重我自己的选

择，对我未来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只是希望我能够有所作为。所以，我从小都处

于一个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我的各个方面都有正确的引导，不过分干

涉我的选择，并且会支持我。我的家庭收入不高但相对较稳定。因此就家庭环境

分析，我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但有宽松的选择环境，以及父母的支持。 

2、学校环境分析 

(略) 

3、社会环境分析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7年中国有 765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加上中职毕业生、初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数量，需要就业的年轻人是 1500

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重重，毕业生怎么进行职业选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

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的紧张局面,从今年开始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

来帮助大学生就业、创业。然而就我们专业来说，飞动的就业方向固定，专业性

强，此外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高校也较少，因而我们的竞争压力并不是特



别大。 

 

4、职业环境分析为 

1）行业分析 

我国航空发动机行业仍处朝阳期,基础工业和耐高温材料技术的落,加上制度性

的桎梏,航空发动机行业发展相对落后,中国航空发动机最高水平的“太行”发动

机,其技术水平也严重落后于西方航空发动机。发展航空工业，提高航空发动机

技术水平已经迫不及待。就在 2016年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成立，我们的就业又

多了一条去路，相信未来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就业情况会越来越明朗。 

2）职业分析 

随着我国大飞机工程和航空、航天、民航等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

强烈，同时我国飞行器动力行业已得到国家多项专项计划支持，未来飞行器动力

工程专业将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可以从事飞

行器热机系统的理论研究、技术开发、总体论证、方案设计、航空发动机研制、

设计、生产部门等，也可以去机场检查发动机或者航空修理厂维修发动机。以航

发研究员为例，此职业至少需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发展途径大多是从助理研究

员到正式研究员，到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当然也可以科研做到一定程度转型做

管理。 

 

 

3）企业分析 

就我们专业而言，毕业生去向大都是 606等研究所或成飞沈飞之类的设计局，这

些单位通常都是事业单位，发展前景自然不可限量。而且，就我所知，现在的研

究所也都是企业化经营，所以工作内容和传统制造业的公司差不太多，同时还多

了一些航天特有的内容。当然，与你一同工作的同事也一定都是有着高学历、致

力于航空报国的知识分子，员工素质有保障，工作氛围也是积极向上的。 

4）地域分析 

除了航发总部位于一线城市，其他的研究所很多还处于偏远的中西部省份的二三

线城市。这是因为以前很多军工单位都在三线城市，甚至很多单位在山区内无人

知晓的地方，但现在的趋势应该还是逐步向发达地区迁移，并逐步放开改制成企

业。即使如此，通常军工单位附近都配套有各种公共设施，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日

常生活。 

5、职业分析小结 

微观环境上，家庭的支持、学校的影响以及专业环境的有利条件，使我有足够的

空间去发展自己的职业.宏观环境上，就业环境和就业行情虽然紧张，但飞行器

动力工程专业人员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环境尚好.所以,总的来说目前的环境很适

合我就航空发动机科研人员方向进行发展. 

三、职业定位 

针对自身的能力、专业、薪酬等进行综合考虑后，做了一个优势、劣势、机

会、威胁的（SWOT）分析来再次确定。 

 

https://www.baidu.com/s?wd=%E5%8A%A9%E7%90%86%E7%A0%94%E7%A9%B6%E5%91%9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ywBnjD3mv79nyRLnv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bkrjbsrjDkP1DzPjRvPW0d
https://www.baidu.com/s?wd=%E5%8A%A9%E7%90%86%E7%A0%94%E7%A9%B6%E5%91%9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ywBnjD3mv79nyRLnv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bkrjbsrjDkP1DzPjRvPW0d


SWOT分析： 

内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 

优势因素(strengths)： 

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学业成绩良，英语过四级 

动手操作能力强，实践累计经验高 

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 

本专业待遇稳定，具有很好的发展前

景 

国家鼓励发展，航空起步发展 

家庭对自己的选择的大力支持 

劣势因素(weaknesses)： 

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追求完美、喜欢争强好胜、喜欢逞强， 

做事有时缺乏稳重，容易急躁； 

威胁因素(threats)： 

家庭条件不足以提供继续深造学习的

机会 

要求学习的范围广，专业性强，对能

力要求较高，工作压力大 

 

结论： 

职业目标 将来从事航空发动机行业的科研人员 

职业发展策略 进入 606所一类的事业单位，争取向一线城市发展 

职业发展途径 走专家路线 

具体路径 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四、计划实施 

①职业目标 

（一）短期目标（2018年—2024年） 

1、总目标：考研或保研、获得硕士学位、取得相应的能力证书、积累实践经验、

进入研究所成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2、 分目标： 

学业能力：1）英语通过六级考试 2）通过计算机二级考试 3）获得学士和硕士学

位证书 

科创能力：1）参加校级节能减排大赛，并进入国赛 2）参加江苏省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通过发明创造获得一项国家专利 

 

（二）中期目标（2025年—2035年） 

1、总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并积极延伸自己的工作宽度，成为所在研究所的副研

究员。 

2、分目标：（1）成为合格的科技工作者，升任至公司中高级岗位。（2）保持

知识的更新以及完善，接触新的东西,确定今后的方向。（3）进一步扩展巩固自



己的人际关系。 

 

（三）长期目标（2035年之后） 

1、总目标：成为本行业中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2、分目标：（1）注重平衡家庭和事业，给予父母和孩子更多的关爱。（2）保

持事业的稳健。 

 

②职业目标实施计划 

（一）短期目标实施计划（2018年—2024年） 

大一下学期：参加全国英语六级考试，六级考试相比四级考试有很大的难度，所

以要好好做准备，前期还要好好练习，保证通过。 

大二上学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参加学校的计算机辅导班。 

大二下学期：参加校级节能减排大赛，在此之前需要组织团队，准备答辩，争取

拿到进入国赛资格。 

大三上学期：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详细调研。 

大三下学期：保研或者准备考研；可以在空闲时间里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多

参加校园招聘会，熟悉未来就业方向；寻找暑期实践单位。 

大四上学期：努力做好考研的准备工作；同时着手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以及材料准

备。 

大四下学期：参加考研初试和复试；制作自己的简历，尽可能通过实习单位和培

训课程多接触社会；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和答辩，顺利取得学士学位。 

研究生期间：跟随导师做各种项目，进一步学习航空发动机的有关知识；能够在

专业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论文；能够与职业目标单位签订合同，成为准员工。 

 

（二）中期目标实施计划（2025年—2035年） 

工作认真细心，得到领导和上级认可；成为副研究员，在工作上取得些许成就；

同时获得本行业的相关证书，努力向上级单位发展。 

 

（三）长期目标实施计划（2035年之后） 

努力钻研学科知识，以实践为根基，将知识很好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获得一定的

声望和成就；同时注重自己的人际交往，充分展现自我；无论学习、工作还是生

活，都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五、评估调整 

1、评估的内容 

1）职业目标评估 



假如一直无法实现目标，即目标职业对能力以及工作经验要求过高, 可能所定的

目标职业相对较高，那么我将适当降低目标；假如目标提前实现，或者有更好的

条件和机遇来提升自己, 这时所定的目标职业会相对较低，那么我将提升目标。 

2）职业路径评估 

在毕业前，如果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当科研人员，那我会选择去企业发展，并重新

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在工作初期，当出现自己无法胜任科研工作的情况，我就会

选择去考研或者换工作，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在工作中期，如果我发现我无法担

任团队领导或上级，那我会向自己上级同事讨教经验，并询问队员对自己的意见

和看法，努力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工作后期，如果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此

研究所当高级研究员，那我会考虑提前退休，或者去创业，或者到新的单位就职。 

3）实施策略评估 

如果我觉得自己不喜欢从事飞行器动力工作，我会选择转专业或考研换方向；如

果在毕业前没有能够保研或者考研失败，我就去考公务员；如果短期内工作过于

劳累或者压力偏大，那我会选择休息，等调整情绪后继续；如果长时间处于劳累

和压力大的情况时，我会选择其他单位或换份工作；如果觉得所在单位没有发展

前景，我会选择跳槽或自主创业。 

4）其他因素评估 

如果身体出现重大疾病时，我会选择离职，等调理好身体后，再继续工作；如果

家里发生重大变故，需要大量资金时，我会酌情选择工资较高的单位就职；如果

需要长时间陪伴家人时，我会选择辞职，等家庭度过难关后再就职；如果工作出

现重大变化时，我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工作还是选择其他工作。 

 

 

2、评估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半年之内进行评估规划；当出现特殊情况时，我会随时评估

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主要时间点：1、本科毕业，如果没有能够考研成功，则实施备选方案，考公务

员。2、晋升为副研究员，如果不能继续晋升，则跳槽至其他单位谋求更好的发

展。3、长期目标完成之后，如果觉得没有发展前景，则利用自己十余年积累的

经验、资金以及人脉，自主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