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
(实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我
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篇一

学习完本课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定要先了解自己。以前，
我也会问自己：“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我也给出过自己
无数的回答。但是那些回答都没能实现。现在我知道了，不
是我问的不对，而是我回答的不对。以前我关于这个问题的
种种回答都是基于我自己的感觉，而感觉往往是冲动的，心
血来潮的，所以光靠感觉得到的回答是不可靠的。

了解自己，要靠前人积累的方法。比如通过霍兰德职业兴趣
测试了解自己的兴趣，就比我们自己感觉要可靠的多。今天
我们可能感觉自己喜欢唱歌，过一段时间又可能感觉自己喜
欢表演。虽然这两个兴趣并不矛盾，但是如果太多这样的兴
趣，就会让人无所适从，就会觉得做这个也行，做那个也行；
或者做这个不合适，做那个也不合适。

第二点感受是要重新认识社会，认识社会分工。我们从小就
被教育社会是某种样子的。有人认为社会是简单美好的，有
人则觉得社会上很复杂很乱。这些固有的意识阻碍了我们对
真实社会的认识。真实社会有庞大复杂而又具体的分工，而
许多分工只有它们的从事者才知道具体做什么工作。因此，
我们切不可望文生义，凭空揣测某种分工做什么工作。这样，
当我们去进入这个分工后，发现完全不是自己原先想的那样，



那就后悔莫及了。因此，在我们打算从事某个行业之前，我
们一定要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去了解这行业的具体情况。

学完本课程，我做了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结果是ri型，既是
实用型和研究型。综观这两个类型的典型职业，一个是注重
动手能力，一个是注重学习能力。而我发现我在这个两个能
力方面都欠缺。这大概恰好验证了——兴趣与能力高低无关。

因为只有工作和兴趣有一定的耦合度，才能工作得快乐，而
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因此，我先不考虑能力大小而选择考研，
为的就是满足我的兴趣，并培养我的学习能力。而且就算是
考不上，用考研期间培养学习能力也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就
算是找工作，我同样还是要学习相应的知识来使自己达到岗
位要求，现在培养学习能力也算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制定
学习计划的时候我会遵循smart原则，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我
会根据pdca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来逐步提高我
行动的效率。从而使自己最大限度的接近自己的目标。

注：另一个使我敢“自不量力”考研的原因是，我可以借助
亲朋好友得到一份通信相关的工作（但是不保证工作条件优
越，只能说是有工作了）。虽然我只想靠自己找到工作，但
是有这个后背选择，减少了我许多考验的顾虑。另外，在职
业生涯发展规划里，靠亲戚朋友获得工作也是一种正常的渠
道，并不是平常我们所觉得的“靠关系是可耻的”。我认为
只要我们对得起得到的工作，就一点也不可耻。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篇二

合理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大学生走出学校面向社会，走向
成功重要的第一步。它可以使大学生充分地认识自己，客观
分析环境，正确选择职业，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职业生涯开
展中的各种困扰，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合理的职业生涯规
划不尽是帮助自身找到一份适宜的工作的，这也是整个人生
规划的基石。它有利于我们找到自身向往的人生。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根本步骤包括：自我评估、职业环境
分析、职业目标定位、培养职业需要的实践能力、反应修正
等五个环节。

1.自我评估：评估自我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我、了解自我。
要通过科学认知的方法和手段，如借助于职业兴趣测验和性
格测验以及周围人对你的评价等，对自己的职业兴趣、气质、
性格、能力等进展全面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
与缺乏。评估自我时要客观、冷静，不能以点代面，既要看
到自己的优点，又要面对自己的缺点。只有这样，才能防止
设计中的盲目性，到达设计高度适宜。

2.职业环境分析：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时要考虑到职业区域的
详细特点，比方该地区的特殊政策、环境特征;职业角色的开
展与职业所在的行业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职业生涯规划
时，不能仅看重单位的大小、名气，而要对该职业所在的行
业现状和开展前景有比拟深入的了解，比方人才供应情况、
平均工资状况、行业的非正式团体标准等;不同的职业岗位对
求业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职业生涯规划
时，除了解所需要的非职业素质要求外，还要了解所需要的
职业素质要求，除了了解所需要的一般能力外，还要了解所
需要的特殊职业能力。

3.职业目标定位：职业生涯目标是指人们对未来职业表现出
来的一种强烈的追求和向往，是人们对未来职业生活的设想
和规划，确立目标可以成为追求成功的驱动力，。因此在制
定职业生涯规划时，关键是要确立好目标。

4.培养职业需要的实践能力：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知识面是
用人单位选择大学生的依据。用人单位不仅考核其专业知识
和技能，而且还考核其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对环境的适应
能力、对文化的整合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等。大学生进展职
业生涯设计，除了构建自己合理的知识构造外，还具备从事
本行业岗位的根本能力和某些专业能力。一般来说，大学生



应重点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能力、创造能力、社交能力、
实际操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自我开展的终身学习能力、
心理调适能力、随机应变能力等。

5.反应修正：现实社会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使我们
与原来制订的职业生涯规划目标有所偏差，这就要求我们不
断地反省并对规划的目标和行动方案，作出修正或调整，从
而保证最终实现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应调整就是
一个再认识、再发现的过程。

从现在开始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点一
滴做起，认识和弥补我们缺乏，发现和开展我们的长处，充
分挖掘自身能力，为以后有一份美好职业和人生做好准备。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篇三

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人在对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
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
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
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
之有效的安排。

合理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大学生走出学校面向社会，走向
成功重要的第一步。它可以使大学生充分地认识自己，客观
分析环境，正确选择职业，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职业生涯发
展中的各种困扰，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合理的职业生涯规
划不尽是帮助自身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这也是整个人生
规划的基石。它有利于我们找到自身向往的人生。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包括：自我评估、职业环境
分析、职业目标定位、培养职业需要的实践能力、反馈修正
等五个环节。

1.自我评估：评估自我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我、了解自我。



要通过科学认知的方法和手段，如借助于职业兴趣测验和性
格测验以及周围人对你的评价等，对自己的职业兴趣、气质、
性格、能力等进行全面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
与不足。评估自我时要客观、冷静，不能以点代面，既要看
到自己的优点，又要面对自己的缺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设计中的盲目性，达到设计高度适宜。

2.职业环境分析：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时要考虑到职业区域的
具体特点，比如该地区的特殊政策、环境特征;职业角色的发
展与职业所在的行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职业生涯规划
时，不能仅看重单位的大小、名气，而要对该职业所在的行
业现状和发展前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人才供给情况、
平均工资状况、行业的非正式团体规范等;不同的职业岗位对
求业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职业生涯规划
时，除了解所需要的非职业素质要求外，还要了解所需要的
职业素质要求，除了了解所需要的一般能力外，还要了解所
需要的特殊职业能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篇四

时光飞逝，转眼间已大四了。在这个学期，我们开了《大学
生职业生涯职业规划》这门课程。何为职业生涯呢？从定义
上说，职业生涯规划是指针对个人职业选择的主观和客观因
素进行分析和测定，确定个人的奋斗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一目
标的过程。换句话说，职业生涯规划要求根据自身的兴趣、
特点，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位置，选择最
适合自己能力的事业。职业定位是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最关
键的一步，同时也是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那为何在这个学
期开着门课？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主
要是由大学四年来写成的。按理在我们大一或大二时，就该
安排我们学习这门课程。

现在才开这门课程，虽然是晚了点，但是我也开始慢慢思
考“我今后要什么样的工作，选择怎样的生活？”等问题了。



突然感觉很迷茫，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心中也有一些
答案了。

通过为期两周（八节课）的《大学生涯职业规划》课程学习。
我想了很多，切合自己的实际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自己认真
制定了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同时，设定了发展的目标，
增强了学习的目的性、积极性和方向性。我思考的问题也得
到了答案。例如以下的两个思考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哥哥一直劝我去去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而我却比较喜欢自己的专业，所以我一直都很纠结如何去选
择。通过课程的学习后，我结合自己的性格、喜好和背景等
方面，我知道自己不是很适合做公务员和从事事业单位的相
关工作。选择了与自己喜爱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可能使我生
活更加快乐。

当我选择了从事于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的时候，我很难去选择
做一线的施工还是选择去做造价或资料管理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这课的学习和网上查询有关的资料，更加了解这些职业
的发展与我所需。我现在很明白我该怎么走，怎么选择适合
我的职业，然后怎么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我得到的答案就是：
我先去熟悉建筑工程的施工工序（做好施工员）才能做好造价
（做好造价员）或做好资料（做好资料员），最后才能做好
一个工程项目（做好项目经理）。因为这是我目前的职业规
划。

如此等等问题，通过这课程的学习与思索，我都一一得到了
我想要的答案了。我更加明确了我目前的求职目标和职业规
划。我知道大学生择业成功的关键还要从本身的实际出发、
灵活选择，但不管怎样、绝不能一味眼高手低，时时刻刻都
要认清自身的情况。然而多加思索，不断更新自己每阶段的
任务。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地把建筑工程施工相关的知
识学好，才能进自己想进的公司。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
的人，我准备好了才能争取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积累到自



己所需的知识与经验，为下一目标做好准备。无论走到哪个
阶段都要不断总结并完善自己，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
路。今后我会坚定的朝着自己的职业规划方向走，并坚信能
走向成功。让时间来考验我吧！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心得体会篇五

20xx到20xx学年第二学期，我们开展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一课，在为期一学期的学习中，懂得了许多知识，也明
白了职业规划对人生的重要性。

“不做准备的人就是准备失败的人”，所以规划对于我的人
生是有重要意义的，规划好自己的人生，给自己一个预期的
目标，这样可以目标明确地去做事情，不必浪费不必要的时
间，更不必做无用功。很多事情失败的原因不是在行动前没
有计划，而是缺少计划前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准备”。
机遇来临之时，有准备的人可以应用自如，而无准备的人恐
惧只能望洋兴叹了。

在课堂上做mbti性格类型倾向测试后，才使我更加深层次的
了解自己，这也是学习这一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古人
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恐怕
说不上要在人生的战场上输得多么惨烈了。我的优缺点、我
喜欢的工作类型、以及适合我性格的职业，这些方面的了解
可以让我明确今后学习的侧重点，凡事都有个主次矛盾不是
吗?于我无益的事情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去做了，把今后需要
用到的东西学好，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思路决定出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看重一个人的头脑。而
我却偏偏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职业生涯》的学习让我知道
了要学会用脑子。现在的社会就是一个头脑的帝国，没有什
么比智商更值钱的了!打破头脑思维的局限性和古板化，是思
路腾飞的关键，而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是需要不断学习
和锻炼的。至于性格，自古“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还好



我不是个性格很极端的人，性格的完善也还好做到。

这一学期的学习，受益匪浅，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大学的生
活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在这其中摸爬滚打，学习着一切以前
未曾接触的东西，为以后步入社会做准备，在这一课上学到
的东西，我相信我将受用终生，因为道理是永恒的，理论却
是不断更新的，这一学期的《职业生涯规划》结束了，不过
我会带着学到的知识一路好好走下去!

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范围内的职业生涯规划工作进行的
轰轰烈烈，我个人也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过程中重新审
视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如何完成这个目标。在规划过程中也
发现了一些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行规划的方法，并愿意作为
心得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职业在人的一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个人价值得以
体现的途径，是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
不管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在进行规划的时候，我们要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不
仅要将规划按时间阶段进行划分，而且在该阶段中要详细按
照岗位目标(成为分社主任或客户经理)、学历目标(例如打算
考取硕士或博士学位)、文化目标(发表几篇论文或完成几个
课题)、经济目标(例如希望达到的.月薪或奖金)等。不要仅
仅局限于每天工作打算干什么，这样才能在各个方面培养自
己的职业能力，发掘职业潜力。

一个好的职业规划，需要具备可行性，可量性，需要有实施
计划的具体措施和时间，但是，职业规划做得过细、过于严
格，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可能丧失随时到来的种种机会，又
会因为不切合实际而丧失可操作性。在影响职业生涯的许多
因素难以预料的这种情况下，要使职业生涯行之有效，就必
须使规划具有足够的弹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评估和调整。
这就需要我在实践中定时定期的去检验目标完成的情况和评



估环境的变化，从而做出正确的调整。

虽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写下了职业生涯规划
书或者有了比较明确的职业生涯目标，但是随着职业的变化、
个人兴趣的改变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
是会发生变化的，这就要求个人要随着形势的变化灵活的改
变自己的规划方案。当然，其中阶段性的方案及实施细节问
题也要随之调整，也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坚持“与时俱进”的
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规划。

职业规划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变
化的环境中。管理我职业生涯——不断关注与我的职业相关
的发展状况和不断的对计划做出修正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
角度讲，建立职业生涯考核表是相当必要的。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以制定每日和每月两个表
单来审核自己所制定的职业生涯目标的进展程度，从而督促
计划的进行。

“永远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是会在自
己的职业生涯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变化中谋求自
己的职业发展。”

个人的整个职业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所有的
规划和具体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机动空间。总之，在原有
判断和规划的基础上，我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目标执行的结
果不断的调整和修正我的规划，从而真正地对我的职业生涯
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