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3位ISBN编号：9787508476445

10位ISBN编号：7508476441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

页数：2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前言

　　面对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形势和就业工作的新任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已引起各高校的普
遍关注，不少高校已将就业指导课列入教学计划。编写一本结构合理、内容得当、实用性强的就业指
导教材，已成为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　　本教材根据大学生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紧密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力求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满足大学生客观认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认清就业形势并培养良好心理素质的需要，从
而科学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合理地选择职业，为今后的就业、创业做好准备，最终实现自己的人
生理想。教材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特点，适应大学生就业指导“全程化”的要求，力
求突破传统教材的说教模式，精心筛选了部分富有时代气息的典型案例，便于推进讨论式、参与式、
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结合社会需求进行自学和实践，以启迪大学生科学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
展，真正达到帮助、指导毕业生择业与就业的目的。　　本教材由张玉珍、任金珍、顾世明教授担任
主编，张艳萍、刘香菊副教授担任副主编。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吴培忱、葛洪伟老师。本教材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审阅，己列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用书目录。　　本教材的编者都来自高等职业教育第一线，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但要
将就业指导工作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
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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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就业指导教学要求编写的，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全书包括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和创业指导三大部分，共10章。通过“职业生涯
规划”部分让学生了解职业、认识自我、建立职业意识，指导学生如何学好专业知识，做好职业生涯
规划；“就业指导”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就业环境、就业准备及就业权益保护，“就业环境”主要让学
生了解国家的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及相关法规，“就业准备”讲解就业心理准备、就业信息搜集、求
职材料准备、求职技巧等，“就业权益保护”主要讲解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让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防范求职陷阱，顺利步入职业生涯；“创业指导”部分主要讲解创业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培养
学生的创业意识，做好创业准备。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叙述详细，通俗易懂。通过生动的叙述和
案例分析，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认清就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解决求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可供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作为就业指导类课程的
教材，也可供毕业牛在求职过程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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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文件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通字[2008]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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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及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类社会产生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
次社会分工是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一部分人长期从事打猎的实践活动，开始脱离农业种植
劳动，专门从事畜牧劳动；第二次社会分工是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当时少数人从事手工业劳动，
逐渐脱离了农牧业劳动；第三次社会分工是商人和商人阶层的产生。由于三次社会大分工，便出现了
人类社会最初的职业：农夫、牧人、工匠、商人等。2.职业的演变职业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密切
相关，由于社会分工和科技发展是渐进的，因此，职业的演变也是缓慢的。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的社会化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的
种类也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实现大大提高了生
产力，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劳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新旧
职业更替的速度加快，新的职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例如，汽车的生产使社会有了汽车制造、运
输业和汽车修理业以及汽车美容业等，同时出现了司机、汽车修理工、汽车工程师等多种职业；相反
，马车、人力车逐渐被淘汰，相应的职业也逐渐消失。又如，计算机的研制和激光照排技术的开发，
使得印刷业中原有的铅字铸造业和排版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字录入、激光照排职业。三、职业与
职位的分类　　1.职业分类　　所谓职业分类，是指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把一般特征和本质特征相同
或相似的社会职业，分成并归纳到一定类别系统中去的过程。职业分类意义重大，科学的职业分类，
能为劳动需求的预测和规划，就业人口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统计分析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对于高
职大学生求职择业，科学的职业分类意义也不容低估。　　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职业分类工作，
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结合本国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职业分类标准，广泛用于经济信息交流、人
口统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等诸多领域。国际劳工组织早在1958年就出版了供各国参考的《国际标
准职业分类》。1986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和代码》，将全国职业分
为8个大类，63个中类、303个小类。1992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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