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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认知

1. 职业性格：

在通过“北森”系统的评测和我对自己的基础性判断来看，我是属于“教导型”的职业性格的。

[小结]：在评估后我在实践中发现，的确我善于谆谆善诱地引导他人。

2. 职业兴趣：

经过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评，我初步认定我的职业兴趣是属于“ESA”的，也就是“企业型”、“社会型”和“艺术
型”。

[小结]：这也就说明我做事有较强的目的性，喜欢与人交往、不断结交新的朋友、善言谈、愿意教导

别人。善于表达、怀旧、心态较为复杂。

3. 职业能力分析：

依据“ESA”的评析来看，我具备经营、管理、劝服、监督和领导才能，以实现机构、政治、社会及经济
目标的工作，并具备相应的能力。或者从事提供信息、帮助或开发等事务。

[小结]：所以我认为我具备有从事以上要求行业的工作能力。

4. 职业价值观分析：

“ESA”对我的评估是要求注意细节、精确度、有系统有条理，具有记录、归档、据特定要求或程序组织
数据和文字信息的职业，并具备相应能力。在我的目前专业，也就是“大数据技术”来看的话，我是职业与技
能比较能紧密衔接在一起的。

[小结]：以此来看，职业竞争优势与上升之路也清晰明了。

自我认知总结：

霍兰德职业兴趣自测是美国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德根据他本人大量的职业咨询经验及其职业类型理论编
制的测评工具。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我们还不能清楚了解自己职业性格的同学们指明了一条相对来说比
较清晰的大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在真实的职业场景与就业场景中，又要具体实事求是，在我们的能力范
围内选择最佳选项，职业性格测试是重要参考，我们也要兼顾大环境的变量因素，从而确定未来的择业选
择。

二、外界探索

1. 家庭环境分析：

我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父母早年在外地工作，再往后，母亲生了二胎，从而回到家照顾家庭。我们
家素来是温暖的，父亲母亲都很爱我，会尊重我的选择，在对于两代人的代沟来看，我父母也能很好的处
理，所以，基本上我并没有所谓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但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我与父母也并非
没有矛盾，在我犯了原则性错误时也会毫不犹豫的指出我的错误并要求我改正，有时我也不理解父母的用



意从而发生了矛盾，但我依然坚定的相信父母是相信我的，是为我出发，想我之所想的，能全面支持我的。

2. 学校环境分析：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虽然是一所高职高专院校，但在其中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设备来看，这是很好的，学
校为我们学校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学校运行。学校不仅仅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在体
育锻炼上也下足了功夫，正所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想要让同学们的精神变得文明,应该先让他们的
身体变得更加强健。所以学校组织了乐跑活动，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强壮健康的身体，是创造文明、改
变世界的前提。综上所述，在环境氛围的搭建中，学校是做的非常好的。

3. 社会环境分析：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的表述鲜明具体，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等，这为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指引，也有力提振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的信心。因此，在“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会紧密
对接新业态、新职业，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提升等提供人力资源支撑与专
业支持。

4. 职业环境分析：

毫无疑问,大数据隐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科研价值,已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如果能有效地组
织和使用大数据,将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研究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总体而
言,大数据技术及相应的基础研究已经成为科技界的研究热点,大数据科学作为一个横跨信息科学、社会科学、
网络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方向正在逐步形成。纵观国际形势,对大
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已成为重要的战略布局方向。大数据是与自然资源、人力
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一个国家数字主权的体现。大数据时代,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一国拥
有大数据的规模、活性以及对数据的解释、运用的能力。综上所述，大数据是现有产业升级与新产业诞生
的重要推动力量。

5.外界探索总结：

通过以上的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和职业环境分析来看，大数据技术专业在我的职业选择上是明确的，
也就是说外界的影响和动摇因素也会因此降到冰点，我坚定，只要我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性结合起来，
实事求是，能够会获得一份专业职业。

三、目标定位与选择

1. 近期职业目标：

在学校学习的这三年中，我将会把专业知识落实到位并且能够灵活运用与各种场景。考取我的专业资
格相关的和一些重要的素质拓展证书，并且我也会抓住专升本的桅杆，积极地把握学历提升的机会，即使
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上岸，我也会参加成人高考寻求学历上的提升。



2. 远期职业目标：

分两部分来看，其一，在专升本上岸后，我将延迟就业，在本科院校继续学习，使专业能力更上一层
楼；其二，假若未上岸，我也会在职业生活中继续学习，考取成人本科，达到学历提升，在职业中实际灵
活的运用所学专业技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升自己。

3. 职业发展路径：

四、计划及实施方案

1. 职业目标执行计划列表

计划名称 时间跨度 总目标 分目标 计划内容 策略和措施

短期计划

（大学计

划）

2022 年

-2025 年

大学毕业专

升本上岸

1+X 证书

专业技

能扎实

学好专业

课，不敷衍

不搪塞

1、自律学习与生活

2、不懂就问就学习

3、英语学习更上一层楼

中期计划

（毕业后

三年计划）

2025 年

-2030 年

毕业五年后

要成为大数

据技术领域

的新兴

企业工

作扎实

学习新

内容新

方法

不断跟上

时代发展

潮流，做时

代的弄潮

儿

1、不断学习

2、把握方向

3、洞悉潮流

4、兢兢业业

5、努力奋斗

长期计划 2025 年 毕业十年后 掌握时 继续学习 1、不断学习



（毕业后

五年或以

上计划）

-2035 年 要成为大数

据技术领域

的专业人才

代的动

向并灵

活应对

新内容新

知识，不落

伍

2、洞悉潮流

3、努力奋斗

4、创新就业或创业

2.详细的学业规划及执行计划

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我将合理规划时间，正所谓，马拉松不是一天跑完的，我也
会逐步分层目标去实现最终预期目标。

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我会努力的把基本功练扎实，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学习是必要的，其中也会参
与学校组织的有意义的活动。其中，要早为三年后的专升本考试做打算，英语学习也得提上日程，为专升
本考试减缓压力。

在第二年的学习中，专业知识业已积累到一定程度，这时，我会将我所学应用于实践与创新，在不断
的专业学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到这是，英语学习也到了后期冲刺阶段，须再接再厉，
决不放弃。第二年里，也将继续地参与社会实践，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

到了第三年，就业安排与专升本考试将先后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统筹协调二者的关系，在学习就业
指导课的同时积极备考专升本考试，做到两不误。

五、评估与反馈

评估内容 具体内容

评估条目

职业目标评估（是否需要重新选择？）

假如一直在我的未来职业岗位看不到继续上升的希望或我思想上原地踏步

踏，那我将考虑转移阵地，换个环境或行业。

职业路径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发展方向？）

当出现专业方向慢慢地走向固化，无法再继续发展时的时候，我将考虑重

新调整发展方向。

实施策略评估（是否需要改变行动策略？）

如果行业发展不景气，我就会改变方向，“曲线救国”从而实现预设目标。

其他情况评估：

如若行业未来被合并或消亡时，我将提前洞悉并积极反应，及时做出调整，

免受莫大之损失。

评估时间 毕业并就业后每 4年评估一次

调整原则 方向不变，内部调整，实事求是，洞悉时代



备选方案
1、从事大数据技术的学习讲师

2、从事大数据技术的相关专业的职能工作

六、规划后记

（阐述自己通过什么方法和措施，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如何应对职业的快速变化，300 字左右）

首先，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创新能力与专业技能，众所周知，大数据技术是一个跟信
息打交道的专业，如若我们自身都会有信息差，那么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不断的
学习永远是提升自己能力的不二法典。

其次，不能有局限性，要创新就要大胆尝试，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稍不留神就会落后，所以我们
在不断学习的时候又不能闭门造车，要实践，要创新。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系列与专业有关的证书考试
与相关的活动，这都是有利于我们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的提升的。

职业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择业会有很多选择，选择多了，尝试多了，才知道什么职业更适合我，我
会将未来的职业努力向现学专业（大数据技术）靠拢，面对职业的快速变化，要快速做出反应，有“备胎”
计划，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正所谓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