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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优
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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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生涯规划心得体会篇一

一般来说，日本的猎头公司会对客户进行很细致的就业指导，
其过程有指导你填写履历、看你是否符合转职年龄、教授面
试技巧等14项之多。

日本的猎头公司普遍认为人生有三个转换职业的最佳时期，
即所谓“转职适龄期”，如果想要转职就应该尽量选择在这
三个时期内。

第一阶段：25—30岁。这个时期正是“自我独立、精力充沛、
年轻有为”的阶段，无论哪家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才。这个
时期可以大胆地到那些没有接触过的行业里去试试。

第二阶段：35岁前后。这个时期可以从事管理职位，但是只
能在经验许可的行业内专职。

第三阶段：40—50岁，其中又分为45岁以前和45岁以后两阶
段。45岁以前是充分显示个人能力的年龄段，而且企业也有
多种多样的职务需求，选择的幅度和可能性都很大。如果是
对一生只有一次的转职者来说，这是最佳时期。45岁以后也
被称为过激时期，对有能力者而言，外企的部长、高级职务
应为其目标。在这个阶段转职不应与过去的经历有太大的变
化。



猎头公司总结出的最完美的职业生涯应是：二十七八岁之前
全力投身从事的职业，经过五六年历练取得一定资力，在35
岁左右就任中层管理职务。在这个岗位上应充分发挥左右的
能力。

同时，要确立最终的工作场所及职位。不必一开始就打算40
岁左右一定转职，但不断寻觅最终的职位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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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听讲的这门课程一开始第一局话介绍的，职业对社
会发展和个人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社会的大了去了就不
说它了，仅对自我来说，职业对于一个人来说，既是谋生的
手段，同时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诚然，职业是
我们生活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且很可能伴随我们生活很长时
间。

我想，所谓职业生涯，就是是一个人一生中所有与职业相联
系的行为与活动，以及相关的态度、价值观、愿望等的连续
性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一生中职业、职位的变迁及工作
理想的实现过程。简单的说，职业生涯就是一个人终生的工
作经历。职业生涯开始于工作前的职业学习和培训，终止于
退休。在学习这门课后，我觉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跟他
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有着密切关系。

在网上看到过，职业生涯规划现在在国外很流行，很多人在
自己很小的时候或者即将踏上社会的时候都会接受职业生涯
的培训，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但是在国内，这些目前
还不是很重视，我们传统的思维抑制了我们选择自己将来人
生道路的想法，被动的去接受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职业，直到
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一无是处、毫无兴
趣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选择职业的激情，这就是中
国的职业生涯现状，更多的是自由式的自主选择职业。系统
的科学的职业生涯的规划目前还不是很普遍的被大家接受，



但是不管是传统的职业生涯选择，还是现代的职业生涯规划，
我想都不能脱离个人本身的一些特性。而开设的这门课，让
我可以学习着认识自我，从而对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职业做
下个准备，规划，进而去实施。

它是对一生的工作、生活的一个规划。它是为以后作准备的，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职业竞争、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由此我
们在规划我们的职业生涯时，通常会感到有压力，最明显的
是，不敢随意的给自己定目标。除了压力外，我们还面临各
种挑战，即便慎重定下的目标，但仍然充满挑战。职业生涯
规划，存在压力和挑战，所以我们更要尽力做到切合实际。
在规划前，要去了解社会、了解自己，把现实的同自己的情
况相结合起来。

学习了这门课我想我至少学到了以下的.几点：

1、定立目标,借助目标不断的修正完善自己。

没有目标的人，不可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有的人适合做学者。
有的人适合做工程师，有的人适合做老师，这些都是根据个
人的兴趣来选择的，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同样我
们制定目标的时候同样要根据实际情况，即时调整，让自己
保持最旺盛的激情，去实现目标。

3包容：从容维护尊严。

面对未知的未来，面对社会，我们想必会碰到一些委屈的，
难过的，感到不可理喻的，愤懑的，等等的。在这其中我们
可能会被挤兑看到那些所谓社会的另一面，或者现在我们不
能说出个一二的单我相信以后会懂的东西。

光说不练假把式。所以呢，朝着做下的规划，做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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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我学到了许多，也懂得了许多，还记得
刚刚入校时我是多么的幼稚与可爱，还沉浸在高中的美好岁
月中，转眼间，我们便开始了职业生涯规划，使我深刻的认
识到，进入大学学习是我们树立人生志向，扬起理想风帆的
关键一步，是进行职业发展准备的重要阶段。在这样一个较
高的职业发展乃至人生发展平台上，我们应正确把握当前毕
就业形势与趋势，深入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主动参与职
业发展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充分认识大学学业、生活与未来
职业发展的关系，树立科学的事业观，以谋求在职业和就业
中，找到发展自己事业的支撑点，为自己的精彩生涯铸就坚
实基础。

岁月轮回，我该如何面对，我究竟要怎样面对职业生涯规划
的学习，我的内心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无论是从思想、知
识还是工作方面均受益匪浅。对职业的理解与对职业的目标，
我都从一种模糊状态达到一种茅塞顿开的状态。在此，我想
说的是，如果想把职业当成是事业去发展，责任使命是动力
源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有事业心的，没有事
业心就没有事业的发展!

努力的人。同时，我们要有团队协作精神，一个团队，它如
果有高度的凝聚力，有生机的活力，将带动个人实现自我价
值。因为要实现自我价值，光靠个人的摸爬滚打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依靠他人、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帮助，团结进
取，共同进步。

成功的人生需要正确的规划，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是
每一个人迈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

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而是
你迈出下一步的方向。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一切!

职业决定人生!

相信我们会在未来的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道路上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学生生涯规划心得体会篇四

所谓职业规划，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简称，就是对职业生涯乃
至人生进行持续的系统的计划的过程，它包括职业定位、目
标设定、通道设计三部份内容。通常所说的职业生涯设计实
际上是指对职业通道的设计。

我们都知道职业规划包括职业定位、目标设定、通道设计三
部份内容，下面我就详细解释一下，这些理论如何具体应用
在个人职业规划中：

1、职业定位

首先你先要明确目标：你希望做什么？例如：你喜欢销售行
业，还是喜欢做什么？职业定位是进行职业规划的最关键步
骤，它会影响你的整个职业规划进程。

2、目标设定

在完成了大体的职业定位后，要先制定一个短期的计划。例
如：3年规划，由于一开始进入工作的时间相对较短，如果去
应聘的话，估计基层员工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有计
划，那么你朝一个目标去努力，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样，只要
你朝一个目标去努力就会有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大家就
看到了。



3、通道设计

所谓通道设计也就是计划的执行，你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
实现你的规划。重点是制定好计划后一定要认真的执行，不
要朝令夕改，也不要制定了就放在哪里，要认真落实，贵在
坚持！

大学生生涯规划心得体会篇五

说实话，进入大学还是第一次这样系统地学了职业生涯这门
课，我感到很高兴，也觉得很幸运，能在毕业前对职业生涯
进行了一次初略地规划。在老师的讲课下学到的这门课我更
荣幸，通过职业规划我懂得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刚进入
大学时还想着什么时候能成为像大二的学姐学长们那样懂事
那样成熟，转眼之间自己大二的生活也只剩下短短的两个多
月，我也即将走到生命中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年轻的一代凭
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社会大潮中奋力打拼，我不由考虑起自
己的前程：在机遇与挑战面前，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将如何
面对，我究竟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通过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学
习,我内心深处受到感到强烈震撼,无论从思想方面,知识方面,
工作方面均受益非浅。

从对职业的理解方面和对职业的目标方面等等,都从一种模糊
状态达到一种豁达开朗、在这里我谈谈从学习中得到的启迪
和体会：如果要想把职业变成事业去发展，责任使命是动力
源泉，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有事业心的，没有事业心
就没有事业的发展，没有事业的发展也就谈不上能找到自己。

说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有人说成功属于勤奋的人，而我觉
得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奋斗者。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这个目标而奋斗，要依靠团结的力量，依靠集体的进步。没
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只有
团结才能让团队完美。团队完美了自己有何收益呢?一个团队，
如果有高度的凝聚力，有勃发的活力，有发展的潜力，它将



带动个人实现自我价值。

为什么说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能增强工作责任感呢?首先，
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自我价值的体现，那就不可能有工作
责任感。因为他没有把工作当回事，没有把自己当回事，就
更不可能把责任当回事了。反过来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不仅
仅靠自己的拼搏争取，还要依靠他人，依靠集体，甚至依靠
整个社会的团结进取，共同进步，才能实现。

听了老师及创业明星的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的讲授，感觉到
要实现职业生涯的目标，自己要树立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
心。“有的人残疾你看得见。”那是肉体上的残疾。“有的
人残疾你看不见，”这是心灵上的残疾。我想我们每个人都
不想有心灵上有残疾吧。所以我今天把“增强工作责任感，
为找到职业锚,实现自我值打下坚实基础”做为一个观点，同
大家交流共享，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不要让内心
没有工作责任感，不想找到自己的职业锚，不愿实现自我人
生价值，成为我们心灵上的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