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生涯规划书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前言 

莎士比亚曾说过：“人生就是一部作品。谁有生活理想和实现的计划，谁就有好的情节

和结尾，谁便能写得十分精彩和引人注目。”在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今天，职

业规划开始成为大学生争夺战中的另一重要利器。而这次我进行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主要是为了以发掘自我潜能，增强个人实力；增强发展的目的性与计划性，提升成功

的机会；提升应对竞争的能力，为将来步入社会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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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 

  1.1、自我优势优点盘点 

  (1)积极主动，勤奋向上，只要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不管有多少麻烦都要去

做，具有坚持的耐心和毅力。 

(2) 务实、实事求是，有目标有想法，追求具体和明确的事情，喜欢做实际

的考虑。喜欢单独思考、收集和考察丰富的外在信息。   

(3)与人交往时较为敏感，比较谦逊、有同情心，对朋友忠实友好，有奉献

精神，充满一腔热血喜欢关心他人并提供实际的帮助。 

(4)做事有很强的原则性，学习生活比较有条理，愿意承担责任，依据明晰

的评估和收集的信息来做决定，充分发挥自己客观的判断和敏锐的洞察力。 

 

 

  1.2、自我劣势缺点盘点 

(1)信心不足，不敢去尝试一些新事物 

(2)对失败和没有把握的事感到紧张和压力激动 

(3)课外阅读量较少，关于建筑设计的知识了解不够 

 

 

1.3、自我认知小结 

 

 

职业认知 

   2.1  外部环境分析 

目前建筑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建筑业进入健康、快速发展轨道 

 

1、宏观环境向好拉动建筑业高增长 

2001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一轮景气周期，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AI）总额增速持续在 15%以上的高位运行，2003至

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达到了 24%以上。建筑和安装工程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基本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走势相似，近几年增速也维持在

25%。 

2、建筑业市场健康发展 

  （1）法制建设日益完善 

  近年来，国家建设部按照《建筑法》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从事建

筑活动的企业个人执业资格管理制度进行了逐步完善。特别是从 2005 年以来，



建设部起草和修订完成了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建设监理、招标代理机构，以

及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等企业及个人执业资质（资格）管理规定，下

放了一部分企业资质审批权限，规范了审批行为，提高了审批效率。与此同时，

根据全国人大在《建筑法》执法检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

《建筑法》的修订工作，全力打造一个日渐成熟的建筑市场。 

  （2）市场秩序日益规范 

  近几年来，建设部通过对建筑市场招投标环节中的违规问题，工程承包中

的转包、违法分包、资质挂靠、不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问题，以及拖欠工

程款等问题的专项治理，建筑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好转，招标投标制度得到普

遍执行。 

  （3）建筑诚信日益普遍 

  2004年以来，我国确定了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目标，印发了指导

意见，启动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2007年初，建设部印发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公布了

175条《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全国建筑市场信用体系

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0%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建立了“失信单位名
录”，将失信企业信息向社会公开，实现了“一地受罚，处处受制”的市场监控环
境。 

  

   2.2  目标职业分析——建筑设计师 

 

(1)建筑师的定义 

建筑设计师是指单纯的建筑专业的设计师，简称建筑师，包括建筑主体设计、

外墙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建筑工程师是泛指建筑行业的各个工种的工

程师，包括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建筑、结构、土建、装饰等。 建筑师

通过与工程投资方（即通常所说的甲方）和施工方的合作，在技术、经济、功

能和造型上实一般认为建筑师是一种艺术家而不是工程师，他的作品需要工程

师从力学角度计算，选取合适的工程材料才能实现，有的建筑师的设计过于超

出现有的材料能力限制，则无法实现为真实的建筑。建筑师的设计也必须能说

服投资方的赞成，才能付诸实现。历史上有许多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因为不能

完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而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建筑。 

 

（1） 建筑学专业发展方向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1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07.htm


建筑学专业作为建筑行业中最大的一个学科门类，其重要地位一直颇受重视，

当然也一直是高等院校专业就业形势很好的一个专业。在这几年里，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社会市场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需求水

平的提高，建筑学一直处于热门专业里面。其中建筑学专业的几个分支，像室

内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等的需求量更是大增，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一直是

抢手货。 

 

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主要有四个方向：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建筑设计

事务所等建筑行业的设计单位，主要从事建筑物的设计和有关建筑的研究工作;

当然还有一部分同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居多)留在高校研究和任教;一部分同学考

取公务员在城建部门从事管理规划工作也是不错的;另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地

产行业从事房地产开发。 

 

（3）建筑师的前景 

建筑师是少数可以工作一生的职业，也是少数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但现在的情

况是，年轻建筑师很容易陷入职业枯竭感，往往等不到自己“风光”的那一天

就已经转行了。 

 

   2.3  职业素质测评  

 

 

 2.4  SWOT分析    

   2.5  职业认知小节 

 

  职业规划设计 

   3.1  确定目标和途径 

 

   3.2  制定行动计划 

1.短期计划 (大学计划) 

大一阶段学习有关建筑理论的基础性知识，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大二阶段学习有关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设计能力（包括对功能、

空间、建筑造型等方面的推敲），培养自身的设计素养，多阅读有关方面书籍，

加强对建筑设计的了解，开始逐步摸索 CAD，争取掌握相关的制图技能。 

大三及以上阶段，在建筑设计上，独立思考，加强自己的设计能力。 

计划考取 CAD二级资格证书，学习 PHOTOSHOP的有关技能并考取相应的证

书。在拿到 CAD的基础上，开始学习 3DMAX等一系列软件。 

 

  



2.中期计划 

毕业后五年走向工作岗位从最基本的做起，学习工作经验，总结工作 教训，适

应职场，积累知识、人脉、金脉，为自己走好创业一步打下基础，并且开始积

极备考一级注册建筑师。 

 

  3.长期计划 (毕业后十年或以上计划) 20xx年～20xx 年如退休时要达到 …
如毕业后 第十年要 第二十年要… 如事业发展，工作、生活关系，健康，心灵
成长，子女教育，慈善等方向性规划详细执行计划如下：本人现正就读大学 x

年级，我的大学计划是…… 

 

   3.3  动态分析调整 

 

3.4  备选职业规划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