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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技术专业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前言 

水无点滴量的积累，难成大江河。人无点滴量的积累，难成大气候。没有兢兢业业的辛

苦付出，哪里来甘甜欢畅的成功的喜悦？没有勤勤恳恳的刻苦钻研，哪里来震撼人心的累累

硕果？只有付出，才能有收获。大学是人生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准备期，在这个阶段，

我们准备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四年后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水平。然而，

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一天天的消磨大好时光。人的大学时光一生中也

许就一次，不把握好，将来自己一定回追悔莫及。于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

把自己的未来设计一下。有了目标，才会有动力。 

2  个人信息（略） 

 

3  未来发展志向 

成为工程类高级技术管理人才。职业生涯成功的标准：在本技术区达到最高管理位置，

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 

4  可行性分析 

4.1  自我分析 

4.1.1  职业兴趣分析 

为了进一步认清我属于何种类型的人，初步确定个人今后未来数年内更适宜从事的工作

岗位究竟是什么，我查找了多种测试工具，最终选择了霍兰德职业倾向测验量表，并对其中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认真的填答，从而初步得出了自己的未来职业取向。以下为测验的结果： 

心目中的理想职业：公务员、科技工作者、医生 

感兴趣的职业活动排序：R型、I型、S型、E型、A型、C型 

由此可知，我的职业兴趣类型为 RIS。 

4.1.2  职业能力倾向分析 

霍兰德职业倾向测验量表的结果还表明，我所擅长或胜任的活动的顺序为：R 型、S 型、

I型、E型、C型、A型。 

由此可知，我的职业能力倾向类型为 RSI。 

职业兴趣分析和职业能力倾向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对 R（实际型）的工作充满兴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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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方面的能力。R（实际型）的工作主要有：操作 X光的技师、工程师、飞机机械师、自动

化技师、机械工电工、无线电修理、修理机器、电器师。 

4.1.3  性格分析 

我的性格偏内向，喜欢独立思考，能够将注意力长久的集中在一种事物上，坐的住。同

学对我的评价是：做事仔细认真、踏实、有责任心，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考虑问题比较全

面，待人也比较友善，团队协作精神比较强。 

结合本人的专业背景和发展意愿，我比较适合在我的专业上朝纵深方向发展，成为工程

技术类高级人才。 

4.2  环境分析 

4.2.1  社会一般环境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信息飞速发展，科技浪潮源源不绝； 

 中国经济保持了持较高的速度，为社会形势的健康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加入 WTO后，中国企业将面临国际竞争，竞争压力增大，机会也倍增； 

 国外企业本土化加快。 

4.2.2  职业环境分析 

 电子信息技术作为高科技产业，目前属于朝阳产业，未来有广阔的前景； 

 国外企业的不断涌入及本土化策略，使企业对人才的竞争日益加剧； 

 熟悉国情、有经验又懂技术的高级企业管理者将成为希缺资源。 

综上所述，稳定的社会环境，企业对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的强烈需求，以及我自身的专业

背景，为我成为工程类高级技术管理人才提供了环境支持。 

5  职业生涯发展路线（目标分解） 

一线操作员——技术维修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担任基层管理者）——高

级工程师（担任中层管理者）——副总工程师（担任中上层管理者）——总工程师（担任高

层管理者）。 

6  施工蓝图 

6.1  未来总体规划 

围绕可能的职业发展通路，本人特对未来五十年作初步规划如下： 

 2003——2006年  学业有成期：充分利用校园环境及条件优势，认真学好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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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习、工作、生活能力，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为专升本或就业做好准备（具

体规划见后）。 

 2006——2009年  熟悉适应期：利用 3左右的时间，经过不断的尝试努力，初步找

到合适自身发展的岗位和工作环境。 

 完成的主要内容及途径： 

 学历、知识结构：提升自身学历层次，从专科走向本科。途径：参加进修、自学或

函授、夜大或脱产等； 

 专业技能：较熟练，达到助理工程师技术水平，途径：专业学习、培训，熟悉工作

环境； 

 个人发展、人际关系：在这一时期，主要做好职业生涯的基础工作，与同事友好相

处，获得领导认同，打好基础，职位升迁暂不考虑。途径：加强沟通，虚心求教； 

 婚姻家庭：暂不考虑，有缘分可顺其自然，不强求； 

 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适当交际的环境下，形成较有规律的良好个人习惯，并参加

体育活动，如跑步、打球等。途径：制定生活时间表，约束自己更好执行。 

 2009——2021年  稳步发展期：在此 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努力奋斗，使自己在本单

位、本岗位上业务精湛，并小有成就。 

 完成的主要内容及途径： 

 学历、知识结构：在原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身学历层次，达到本科或研究生水平。

途径：参加进修、自学或函授、夜大或脱产等； 

 专业技能：较熟练掌握本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技能，达到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技术水

平，并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途径：参加专业培训，加强学术交流； 

 个人发展、人际关系：在做好与同事友好相处的基础上，使自己逐步成为单位的技

术骨干，并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能在技术管理岗位上有所小成。途径：大胆工

作，敢于创新，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条件不断学习新技术、新方法； 

 婚姻家庭：寻找另一半，注意品行、学历、家庭背景等因素，并结婚生子，购买住

房，承担家庭责任，教育好下一代； 

 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此阶段形成个人良好习惯尤为重要，生活工作压力最大，必

须调整好自身状态，以保证能更好地投入到事业发展中去，定时参加体育活动，以

增强体质。途径：制定生活时间表，家庭成员督促执行。 

 2021——2041 年  事业有成期：此为职业生涯发展的黄金时期，应抓好这一阶段，

使本人发展到个人事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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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主要内容及途径： 

 学历、知识结构：重点加强知识的更新，熟练掌握本专业领域技术技能，并成为技

术权威，并具有较强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途径：加强学术交流，虚心向年青人学

习新技术； 

 个人发展、人际关系：成为单位的中流砥柱或中层领导，注意管理方法的学习总结，

加强对年青人的指导帮助，带动新一代快速成长； 

 婚姻家庭：在工作时注意处理好家庭与工作关系，保证家庭和睦； 

 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前些年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将成为现阶段宝贵的一笔财富，

注意继续保持。 

 2041——2046 年  发挥余热期：此时已退休，若体力、精力还不错，可继续参加业

余工作，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为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注意劳逸结合，

千万不得过分劳累，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若有不适就提前停止工作，进入下一

时期。 

 2046 年以后  颐养天年期：忙碌了一辈子，该多多休息了。在家可养花弄草，闲庭

信步，外出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儿孙膝下承欢，尽享天伦之乐。这时候，我终于可

以慢慢回顾自己过去走过的路，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写一部个人回忆录。无论在别人

的眼中我的一生过得如何，我总可以很自豪地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写上两个字：成

功！ 

6.2  大学期间的近期计划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人计划先从目前在校的三年短期规划作为自己职业生涯总规划

的开始篇。希望能够走好第一步，为以后更长的路打下坚实基础。 

6.2.1  差距分析 

工程技术管理人才的素质要求如下： 

 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具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成果； 

 虚心好学，勇于创新，注意把握本专业的新成果、新动向，善于掌握现代化研究手

段和方法，努力开发新技术； 

 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不辞劳苦的精神，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对新技术新产品具有特有的敏感性和较强的鉴别能力；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宣传鼓动能力，发挥员工的积极性； 

 具有较强的信息观念和信息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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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 

差距： 

（1）学历、知识结构需要提高、改善； 

（2）人际沟通能力需要提高和锻炼； 

（3）自信心需要提高； 

（4）创新精神需要提高； 

（5）抗挫折能力、主动性要提高； 

（6）获取专业实际工作经验； 

（7）学习、提高求职技巧。 

缩小差距的方法及日程表安排如下： 

要改进的方面 改进的方法 改进的时间 

学历、知识结构（专

业知识、人文素养、

外语、计算机水平） 

1．刻苦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2．英语过四级 

3．学习办公自动化 

4．专升本 

5．学习文学、艺术类课程 

1．大一到大二 

2．大二上学期 

3．大二上学期 

4．大二下学期 

5．大一到大二上学期 

人际沟通能力 

1．多和师长们进行交流 

2．多参加学校、院系组织的

各种活动 

3．上课多发言 

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自信心 

1．阅读相关书籍 

 

 

2．参加自信心提升培训班 

1．读第一本书的时间为

2004年 4月 6到 2004年

5月 6日 

2．2004 年 5 月 8 到 2004

年 5月 22日 

创新精神 

1．阅读相关书籍 

 

2．参加校创业协会 

3．选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1．读第一本书的时间为

2004年 5月 24到 2004

年 6月 24日 

2．大二 

3．大二上学期 

抗挫折能力、主动性 兼职做服务员 大一下学期到大二上学期 

专业实际工作经验 
1．社会实践 

2．专业实习 

1．大二 

2．大三上学期 

求职技巧 
1．选修《大学生就业指导》 

2．到就业指导中心寻求帮助 

1．大三上学期 

2．求职阶段 

7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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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定好固然好，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具体实施并取得成效。这一点时刻都不能被忘记。

任何目标，只说不做到头来都只会是一场空。然而，现实是未知多变的。定出的目标计划随

时都可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有充分心理准备。当然，包括我自

己。因此，在遇到突发因素、不良影响时，要注意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仅要及时面对、

分析所遇问题，更应快速果断的拿出应对方案，对所发生的事情，能挽救的尽量挽救，不能

挽救的要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做出最好矫正。相信如此以来，即使将来的作为和目标相比有

所偏差，也不至于相距太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峰，雕刻着理想、信念、追求、

抱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森林，承载着收获、芬芳、失意、磨砺。但是，无论眼底闪过多

少刀光剑影，只要没有付诸行动，那么，一切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个

人，若要获得成功，必须得拿出勇气，付出努力、拼博、奋斗。成功，不相信眼泪；成功，

不相信颓废；成功，不相信幻影。成功，只垂青有充分磨砺充分付出的人。未来，掌握在自

己手中。未来，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三分天注

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