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女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模式研究 

文/王文芳 

   一、企业女员工及其生涯发展的阶段特点 
   职业女性的一般定义为”．凡是参加家务劳动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定报酬的女性均可
称为，人们习惯将职业女性分为“白领”、“蓝领”“粉领”和、金领”四种类型。本文将的企业
女员工的研究范围界定在那些受教育程度教好，以一定的组织为载体而依存的在企业工作的女性群
体。 
   对于企业女员工来说，了解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采取更为积极的方
式，既可以使自己对组织与社会的价值达到更高的层次，也可以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职业生涯发展研究的权威入物---美国学者萨珀（D。Super ，1957）将职业生涯划分为五个
阶段：即成长阶段（ O～14岁）、探索阶段（15～24岁）、创业阶段（25—44岁）、维持阶段
（ 45一64岁）和衰退阶段（65岁以上）．其中：成长阶段细分为幻想期（4～10岁）、兴趣期（11
～12岁）、能力期（13～14岁）；探索阶段分为尝试期（15～17岁）、过渡期 
（18一21岁）、初步试验承诺期（22-24岁）、创业阶段分为承诺期和稳定期（25～30岁）、提升
期（31—44岁）；衰退阶段分为衰退期（65---71岁）和退休期（71岁以后）。萨珀与波恩赫尔分
别于1970年 “五阶段论”的第一、二阶段合并分为四个阶段”：探索阶段、建立与发展阶段、维
持阶段、解脱阶段。 

   二、企业女员工生涯发展中常见的的危机与误区 
   在生涯发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导致其无法正确面对自已而引起生涯发展的危机。
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定位危机：在职业生涯的探索与尝试阶段由于女性爱与别人攀比这种来自内心的干扰容易
使被外界所影响目标游移，结果也会导致选错目标或选错职业，产生定位危机。 
   2、信心危机：自信心不足使她们习惯于低估自己，．在该行动的时候踌躇不前，不敢全力以
赴；对事情缺乏主见，亦步亦趋；怕“显眼”怕“惹人注目”结果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不显眼
不突出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自我局限、自我停滞。自信心不足还会使其惧怕竞争。有相当多的女性
渴望和谐安定的工作环境，惧怕意想不到的种种竟争与威胁．很多女性因为忧虑竞争而忘记自己己
有的优势． 
   3、时间管理问题；不会安排处理事情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无法克服优柔寡断这一通病，
经常把本应今天应做好的事情拖到明天。 
   4、人格的感性化特质： 女性思维常常表现为感性化，她们将这种特质带到职场中使其在处
理问题时不够理性，通常表现为以下几小方面： 



 

   （ l）情绪化：过于情绪化是许多的通病，她们往往在情绪处于极端时做出一些非常重大的
决定，事后又容易后悔或者在组织内部处理问题不够理性，过多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很少考虑策
略，对上司的态度尤为如此。如果女性与她们上司不合，她们就会尽量减少与上司的接触，而男性
却相反，他们会考虑如何把握与不受欢迎的上司之间的关系。因此，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是女性在
工作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做到的要求。一旦突破这个发展瓶颈许多女性都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游刃有
余。  
   （ 2）希望得到每个人的好感，在刚进入职场时总急于赢得所有人的好感，而当现实与理想
发生差距后往往导致强烈的失落感。她们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观望不够耐心，她们总试图尽快与同事
交心，要么过于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要么过于暴露自己想取得成功的雄心壮志，导致与大家产
生隔膜。 
男性很少在共事的圈子里有朋友，最多是可以共事的伙伴，而女性则愿意把工作岗位弄得很温馨，
如果她们与同事之问的友谊破裂了会惑到失落、惊慌。  
   （3）在公共场合随便说话，许多人所以生涯发展出现障碍，是因为过于轻信别人，特别是，
无法把握组织文化，读不懂职场规则，总习惯于轻易与人交心，随便倾诉对某个同事或上级的看
法，结果很快传开来，困此而产生受挫感。 
   此外由于某些个性要强或性格内向，不善与他人合作、人际关系不协调亦或身体健康状况欠
佳等问题的也容易使其职业生涯出现危机。 
   三、企业女员工职业生涯发展的对策 
   （一）要有准确的职业定位 
   生涯发展一般从梦想到行功要经过几个步骤（见下图4－2），但明确的定位无疑是最为关键
的一步。在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你便要清楚在这一辈子中你理想中的职业是什么？你到底想以一
种什么样的姿态和形象来渡过自己的职业人生？ 
   首先应有意识地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只有在头脑中有了明确的方向才会发现哪些潜在的机
会和选择，然后可以为自己订下一个能预期达到的目标。目标可以分阶段来实现，暂时还无法明确
的目标先列出一些候选对象，然后从中筛选出一些更重要的目标，使目标显得更加请晰。目标一旦
定下来以后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要经常改变；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制订一份计划—一让切
实的明确的行动步骤指引你的努力方向，最后就可以储备资源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二）对自已充满自信 
   认识到不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专业人士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有权得到一份有意义
的工作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和快乐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你要学会在公众场合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增加自己的能见度，要发
扬自己的长处并善于表现自己的长处，积极展示自己的才能，让所有人看到你的闪光点。你要相
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世界上没有你不能胜任的工作．进取的动力之一就是相信自己具有更高
的自我价值 
   〔三〕重视自己的职业形象 
   好的形象能增强人格魅力，对生涯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女性不仅从着装而且应该从言该举
止精神状态上应表现良好、优雅的一面。 
   1、克服依赖感 女性刚进入职场中，应学会自主地工作，当个人明确工作任务及要求后，独
自做好工作进度计划，安排好完成工作的方法手段，并认真实践一定会收获颇丰，并且可以很好维
护自己的职业形象。 
   2学会舒缓压力 工作中总是充满了压力与挑战，女性应学会舒解生活中积累的精神压力，长
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如适度适时休息舒解疲劳；定期进行锻炼维持身体健康，培养积极乐观的
人生观。通过这些不仅能放松自己而且可增强承受压力的能力。 
   3 、遇事沉着冷静 临事惊慌失措的人难成大事。记住不论是面临任何突发事件你都应沉住
气。平常的日子或许两个人差不多，临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本质的差异。如果能在－些骤然降临的事
件面前，指挥镇定忙而不乱，在无缘无故加给你攻击的情况下保持心态平和你就会博得大家的认
同。 
   （四）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生涯顺利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日常工作中企业女员工应有意
识去优化自己的交际枝能。人们通过在职业生涯中多年的耕耘播种除了可以积累许多专业的经验
外，更重要的是培植对自己生涯发展有帮助的人缘，因此可通过职业生涯学习掌握人际关系技巧，
并把人际关系当作宝贵的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比如说，企业女员工在组织内外与人沟通交流既可
增长见识，开拓视野，使自己的思想跟得上时代又可获得一份真诚的友谊． 
   在与组织同事交拄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交往的尺度．对待上司特别是男性上司态度保持不卑不
亢，对待下属谦和有札，并在自己与同事之问努力寻求或建立一个共同点，产生共鸣，使相处变得
容易．此外职业女栏应关心环境以及周围为你工作和你为之工作的人．企业女员工需要知道如伺每

 



激周围的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果想成为一个更成功的人要学会借助他人之力 
   （五）提高工作效率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男女平等的趋势使企业女员工再不会被视作“可以优先关照”
的群体．你若不保持灵话的头脑、富有创意与讲求效率随时可能成为”冗员名单”中的一员．因此
如何强调自己在工作中的信誉和高效，就成为其职业生涯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想保持工作
高效．不仅需要良好的管理才能与专业枝能，而且还要对工作用心投入．以提高业绩。 
要想保持工作高效，在处理问题时应富有决断能力，能够分清主次，做到条理清楚、忙而不乱；看
待问题应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因而女性特别注意要改变优柔寡断注意繁琐细节的毛病，此外还应
努力在职责范围和部门之外，通过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使自己的生涯发展道路更通畅。 
   （六）适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职业指导帮助企业女员工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并提供有关职位机会和职业特点的信
息，帮助个人选择和获得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职业指导分职前指导和在职指导．职业指导可帮助企
业女员工分析自己是否适宜某组织提供的职位，使其少走弯路。在企业女员工进入组织之后，职业
指导可帮助其分析和迭择最适宜的职位．或给其职位变动提供咨询和参考意见。 
   另外，职业指导还可以帮助制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方案，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
妥善安排，在这种安排下，个人可以依据各个计划要点在短期内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并运用环境资
源达到各个阶段生涯成功，最终达到既定的生涯目标(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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