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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
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
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告篇一

随着近年各大高校扩招，全国总体就业压力严峻，毕业生就
业压力前所未有。对每个大学生来说，及早规划自己的职业
生涯，对决定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
和测定，确定奋斗目标，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处于
不败之地。激烈的社会竞争下，职业生涯规划也被提上了空
前的高度。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
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基础上，对自己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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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冲击下，一定程度上使技工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
但由于国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
求，使得企业也具有了挑选技工和熟练工的空间，怎样草能
让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已为重中之重，也被提上了一个空前的高
度，立足现实，如何让引导大需而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学
习规划，人生规划使学生深刻的评价自己，获得相对准确的
定位，合理安排在校的时间，合理的发展自己，是所有大学
生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通过对陕铁院学生的问卷调查，讨论分析以及思考总结，就
陕铁院测量专业08届09届学生生涯规划的现状进行调研，对
学会说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且针对性的提
出了我们的建议和对策意见。职业生涯规划指的是一个人对
其一生中所承担职务相继历程的预期和计划，包括一个人的
学习，对一项职业或组织的生产性贡献和最终退休。

个体职业生涯规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和个体所处的
家庭，以及社会存在密切的关系。每个人要想使自己的一生
过得有意义，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特别是对于大
学生而言，正处在对个体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对
职业的选择对大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因此，调查针对目前大学生职业生涯现状，为帮助大学生尽
早树立危机意识，引导大学生如何以科学的态度规划自己的
职业生涯，化“被动就业”为“主动择业”!

陕铁院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及本质的剖析

目前，虽然高校在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逐渐开始重视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但在日常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仍旧存在诸多问题。

在校大学生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的现象比较普遍，真正了
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学生更是为数不多。一部分大学生认为
没有必要对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甚至提出：规划了能起多大
作用?他们在完成“考上大学”这一“奋斗目标”后，缺乏明
确的学习目的，心态浮躁，行为懒散，得过且过。还有一部
分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认真作了规划，但他们仅把这作为课
堂任务，并没有按此认真实施，或者无法长期坚持。

可见，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问题上存在着感觉和认知的矛
盾，对职业生涯规划没有清醒的认识，缺少实际的实施和进



一步的了解，尚未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和对自己人
生发展与就业的意义，这些都会影响到大学生就业及今后的
人生发展。

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告篇二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那个读了大学就有”
金饭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
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作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大
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职业规划情况又如何呢?对此，
我在湖南财专和互联网上对一些同学进行了调查。

调查人群以财专学生为主(17人，占85%)，本科类学生为辅(3
人，占15%)。其中大一10人(50%)，大二8人(40%)，大三2
人(10%)。

在调查所学专业由谁选择的时候，70%的学生选择了自己选择
的选项，25%的学生因学校调配学了现在所在专业，5%的学生
因其他原因学现在所在专业。没有人选择父母亲戚帮他们选
择了专业。由此可见，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自
己所学的专业，父母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自由空间，不可否认
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一部分学生因成绩等问题被学校调配
专业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学校有时要站在大局的角度
考虑，但建议最好让学生学所选专业。

在调查是否喜欢所学专业时，40%的人很喜欢学的专业，40%
的人有一点喜欢所学专业，15%的人不太喜欢所学专业，5%的
人很不喜欢所学专业。这组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
可度还是很高的。不太喜欢的人大都是因为爱好问题。而很
不喜欢的人的专业也是他自己选的，当初选的时候就很糊涂，
现在很不喜欢也不足为奇吧。

在调查小时候梦想的职业着一项中，教师(20%)、医生(20%)、
金领(15%)、商人(10%)人数较多。很容易看出的一个道理:小



孩子对乐于奉献的老师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是非常崇拜的啊!至
于金领这个行业，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据我所知在被调查这
小时侯还未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是一个小孩所能想到的。

但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这些大学生们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调查显示，比重最高的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占20%。而想从
事证券分析师、银行职员、投资人等金融领域的人占到35%。
而始终坚持以教师为职业的就一人，但她给出的理由是“因
为是乱写的”。而选择医生为职业的人只能说很抱歉没有了。

通过对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想从商的人越来
越多，想从事金融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教师、医生行
业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商人的增多我们
可以说是大学生的市场意识提高了，渴望更多的物质财富，
这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无道理。
但教师、医生行业人数的减少可能也说明一部分大学生对物
质文明追求上升，对精神文明追求有所下降吧，又或是他们
看到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后看法有所改变吧。(从事金融行业
人数可能是因为调查主体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受到了所学专
业影响。)

上大学前很深刻想过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的人为40%，想过一
点点的为35%，没想过的为25%。上大学后认为与自己所想职
业差距非常大的站60%，有一定距离的占35%，没有差距的
占5%。由此可见，大多数人来上大学之前是有自己的职业规
划的。在上大学后能正确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处境，直面就业
的压力。

至于爱好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了读书、运动。承认爱好与职业
影响非常大的人占到60%，承认有影响但不大的占35%，认为
没影响的占5%。又此看来，职业选择时还是应该考虑一下爱
好的问题。



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告篇三

当问到“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自己的”时，43.3%的认为
是“自己的体会”，而回答“别人的评价”的占46.7%，而回
答通过专业机构测评的只占3.3%。当问到“你选择专业的依
据是什么”时，说“适合自己”的只占38.9%，“好就业”
占38.9%，还有11.1%的学生回答“别人说，好”5.6%的同学
回答“估计还可以”。当问到“你是否满意目前自己所就读
的专业”时，有35%的同学回答“不喜欢”，40%的同学回
答“喜欢”，25%的回答“不太确定”。当问到“你在大学的
学习和生活中有明确的目标吗”时，只有21.1%的同学回答
说“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还有36.8%的同学回答“目
标模糊”，5.3%的说“没有目标”。

然而调查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兴趣、职业倾
向都缺乏深度了解，自然对职业生涯目标是模糊的。经历过
高考的学生由于中学时期专注于文化课知识的学习，农村的
家庭教育严重的影响了学生而发展不能立足自我，再行进行
自我定位，找出缺点与不足，自己已“落伍”了却浑然不知，
这将为其大学职业生涯规划产生障碍，不能进行严密的自我
剖析，没有这种自我思维能力，将对以后的职业发展产生严
重的影响!大学生未能很好地关注自身特点，发现自身问题，
促进自身发展。

那么，这里便牵涉到了大学生就业生涯目标的问题。现在有
很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时候，在用人单位面前缺乏勇气，从
而丧失理想的就业机会。

清楚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竞争优势。为此，我们首先要准确的评估
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其次要善于剖析自己的个性特征，这
是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通过类似的职业性向测验我们能够
更好的实现个性与职业之间的匹配。



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告篇四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那个读了大学就有”
金饭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
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作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大
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职业规划情况又如何呢?对此，
我在湖南财专和互联网上对一些同学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所学专业由谁选择的时候，70%的学生选择了自己选择
的选项，25%的学生因学校调配学了现在所在专业，5%的学生
因其他原因学现在所在专业。没有人选择父母亲戚帮他们选
择了专业。由此可见，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自
己所学的专业，父母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自由空间，不可否认
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一部分学生因成绩等问题被学校调配
专业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学校有时要站在大局的角度
考虑，但建议最好让学生学所选专业。

在调查是否喜欢所学专业时，40%的人很喜欢学的专业，40%
的人有一点喜欢所学专业，15%的人不太喜欢所学专业，5%的
人很不喜欢所学专业。这组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
可度还是很高的。不太喜欢的人大都是因为爱好问题。而很
不喜欢的人的专业也是他自己选的，当初选的时候就很糊涂，
现在很不喜欢也不足为奇吧。

在调查小时候梦想的职业着一项中，教师(20%)、医生(20%)、
金领(15%)、商人(10%)人数较多。很容易看出的一个道理:小
孩子对乐于奉献的老师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是非常崇拜的啊!至
于金领这个行业，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据我所知在被调查这
小时侯还未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是一个小孩所能想到的。

但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这些大学生们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调查显示，比重最高的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占20%。而想从
事证券分析师、银行职员、投资人等金融领域的人占到35%。
而始终坚持以教师为职业的就一人，但她给出的理由是“因



为是乱写的”。而选择医生为职业的人只能说很抱歉没有了。

通过对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想从商的人越来
越多，想从事金融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教师、医生行
业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商人的增多我们
可以说是大学生的市场意识提高了，渴望更多的物质财富，
这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无道理。
但教师、医生行业人数的减少可能也说明一部分大学生对物
质文明追求上升，对精神文明追求有所下降吧，又或是他们
看到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后看法有所改变吧。(从事金融行业
人数可能是因为调查主体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受到了所学专
业影响。)(责任编辑：范文之家).com本站()

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告篇五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那个读了大学就有”
金饭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
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作为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大学生
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职业规划情况又如何呢?对此,我在湖
南财专和互联网上对一些同学进行了调查.

  调查人群以财专学生为主(17人,占85%),本科类学生为
辅(3人,占15%).其中大一10人(50%),大二8人(40%),大三2
人(10%).

  在调查所学专业由谁选择的时候,70%的学生选择了自己选
择的选项,25%的学生因学校调配学了现在所在专业,5%的学生
因其他原因学现在所在专业.没有人选择父母亲戚帮他们选择
了专业.由此可见,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权力来决定自己所
学的专业,父母给了孩子们充分的自由空间,不可否认这是社
会的一大进步!而一部分学生因成绩等问题被学校调配专业也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学校有时要站在大局的角度考虑,但
建议最好让学生学所选专业.



  在调查是否喜欢所学专业时,40%的人很喜欢学的专业,40%
的人有一点喜欢所学专业,15%的人不太喜欢所学专业,5%的人
很不喜欢所学专业.这组数据表明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可度
还是很高的.不太喜欢的人大都是因为爱好问题.而很不喜欢
的人的专业也是他自己选的`,当初选的时候就很糊涂,现在很
不喜欢也不足为奇吧.

在调查小时候梦想的职业着一项中,教师(20%)、医生(20%)、
金领(15%)、商人(10%)人数较多.很容易看出的一个道理:小
孩子对乐于奉献的老师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是非常崇拜的啊!至
于金领这个行业,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据我所知在被调查这小
时侯还未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是一个小孩所能想到的.

  但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这些大学生们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调查显示,比重最高的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占20%.而想从事
证券分析师、银行职员、投资人等金融领域的人占到35%.而
始终坚持以教师为职业的就一人,但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是
乱写的”.而选择医生为职业的人只能说很抱歉没有了.

通过对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想从商的人越来越
多,想从事金融行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从事教师、医生行业的
人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商人的增多我们可以
说是大学生的市场意识提高了,渴望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没有
什么值得议论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无道理.但教师、
医生行业人数的减少可能也说明一部分大学生对物质文明追
求上升,对精神文明追求有所下降吧,又或是他们看到了一些
社会的阴暗面后看法有所改变吧.(从事金融行业人数可能是
因为调查主体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受到了所学专业影响.)

  上大学前很深刻想过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的人为40%,想过
一点点的为35%,没想过的为25%.上大学后认为与自己所想职
业差距非常大的站60%,有一定距离的占35%,没有差距的占5%.
由此可见,大多数人来上大学之前是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在
上大学后能正确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处境,直面就业的压力.



  至于爱好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了读书、运动.承认爱好与职
业影响非常大的人占到60%,承认有影响但不大的占35%,认为
没影响的占5%.又此看来,职业选择时还是应该考虑一下爱好
的问题.

  调查显示,大学生很大一部分是有自己的规划的.又到了毕
业生离校的季节,祝大家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