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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是一次航海旅行，职业便是这段人生的风向标。
风向标如何指引着人生的风帆驶入正确的航道，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职业生涯规划逐渐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
　　职业生涯规划是美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概念，它从促进人生健康发展、组织协调发展的角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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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应及早地确立“职业生涯”的概念，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最
终实现职业理想和职业目标。
　　艺术类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及早对自己的职业进行正确的定位，规划合理的
职业方向。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口号，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指明了道路，也为艺术类学生的职业目标指引了方向。
同时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政策上大力扶持我国文化产业，为艺术类学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艺术类学生，应该及时抓住机遇，充分准备，树立良好的未来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走向成功的
职业道路。
　　本教材主要以艺术类学生作为职业生涯发展和就业指导的对象，以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作为指导思想，将文件所要求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等作为
编写指南，并结合当前职业生涯规划理念的特色，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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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艺术类职业教育使用的就业指导教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特别突出“艺术类”和“职业教育
”两大特色，着重学生毕业前的就业指导教育，围绕“分析环境、合理决策”、“审视形式、了解程
序”、“掌握技巧、充分准备”、“调整心态、面对挑战”、“适应职场、扬帆起航”、“把握机遇
、面对创业”六个方面进行撰写。
在撰写中，编者始终贯彻教材和读本相结合的编写思想，注重内容的条理性、阅读性和专业性，形成
了一本参考性强、知识面全，又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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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5年，清华大学庄泽宣教授编写了《职业指导实践》一书。
　　1929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历行职业指导案》，并规定了3条实施学生职
业指导的办法：各级学校在最后一学年应有升学及职业指导；全国各大学及中学应设立职业指导部；
各省设立职业指导部，大学为之拟定职业指导程序。
　　1931年9月21日，以研究职业指导为宗旨的“全国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旨在从事就业指导、职业咨询、职业训练等工作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
所”等社会组织也相继出现。
　　职业指导组织的出现，是我国开展就业指导方面的有益的探索与实践，使中国的职业指导从无到
有，对于改变国人择业的盲目随意性、增强择业观念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发展改革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差异以及
我国经济振兴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国家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尤其是对大学生群体的配置采取了高度
集中的办法。
尽管其中历经几次变革，但都始终没有离开以“统”和“包”为特征的国家负责、按计划分配的制度
。
这种“进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的“统包统分”的分配制度，使得学校未能树立“就业指导”的观
念，只要按照国家计划“分配”学生即可，学生也没有要接受“就业指导”的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缺乏大量的建设人才的现实情况下，“统包统分”的方法确实起到了宏观
调控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大包大揽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次分配定终身，限制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与合理流动。
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职业指导被单纯的思想政治工作所取代。
客观地讲：在这一段时间内，就业指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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