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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告别了高中时期沉重

的课业压力而步入大学的校门

时，一段崭新而又新鲜的历程便

拉开了序幕。大学校园提供了更

为丰富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平台，

大学生既能够学习专业知识，又

可以培养自身素质修养。但由于

大学教育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及学

科特定的逻辑思维训练，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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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毕业求职时会呈现出茫然无措的状态，而校外实习的经历便可起

到架起连接校园生活与就业创业之间桥梁的作用。

大学生平时的学习课程比较紧凑，难以抽出整块时间，因此可利用

有大量闲余时间的寒暑假进行实习。通过假期实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

前的就业行情及就业要求，积累求职经验，另一方面，能够对自己今后

的就业方向有所把握，对自己清晰定位，为未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

础。而处于不同的大学学习阶段，伴随着的是不同的心态，也承载着不

同的成长。在2019年已经到来的寒假，不妨一一分析从大一到大四的大

学生在此期间的实习重点。

通过实习，大学生可以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员的角色转换、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理转换。
在假期来临时，大学生要根据自身所处阶段，合理规划自己的实习生涯，为今后从容地应
对职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学生假期实习重点面面观

文/耿圣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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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大一：拓展交际，思考兴趣

初入大学校园，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灵活自

由的学习生活，新生充满了新奇感，生活和就业的

压力并不算太大。因此，当寒假来临时，一定会有

一部分大一新生选择去外地旅游、拓展视野，会有

一部分同学过年期间走亲访友、联络感情。除此之

外，应该还会有一少部分同学选择与社会接触，但

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赚取外快。在这个层面上，并不

能完全称之为“实习”，只能称其为“假期兼职”

或“社会实践”，因为此时大学新生的兼职活动并

没有针对其所学专业，充当的只是廉价劳动力的工

作，专业实习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较为模糊和遥

远的概念。

那么大一新生在寒假期间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

自己日后的专业实习能力呢？一方面，拓展自己的

交际圈，掌握多种实习渠道来源。不少大学生在有

大二：摆正心态，小试牛刀

当大二阶段的寒假来临之时，很多大学生会感觉到

自己与大一相比时的成长：能够更有计划地完成课业，

所学专业知识更为系统化，对于时间的掌控也更加游刃

有余。这时，同学们难免会有些迫不及待，打算在寒假

期间进行实习体验，试着慢慢踏入社会，积累些经验。

此时实习的目的已不再是赚取更多的生活费用，反倒更

像是专业学习的一块“试金石”，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自己消化书本知识，同时也检验了自己是否能够有

效地将所学知识运用至实践当中，从而在将来的求职简

历上添上一笔区别于他人的色彩。

在此阶段，考虑到实习经验不足、实习时间并

不充裕等多重不可调和的现实因素，很多大二同学

通过多种渠道而获得的实习机会都来自于毫不起眼

的小微企业，这必然与他们心目中预期的在大公司

中进行实习锻炼的梦想形成了鲜明的落差。面对小

公司发来的实习录取通知，不少实习生会滋生出自

怨自艾、消极对待的不良情绪，甚至会因为这样的

实习经历难以成为求职简历的闪光点而放弃实习的

机会。这些想法是很不正确的。因此，在大二寒假

期间实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冷静分析，理

性看待小公司的实习机会。

不少同学在投递简历时会因为自己身处名校而

认为自己势在必得，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导致了

眼高手低的现象。基于此，大二学生在寒假实习

时，一定要适时地撇除学校荣誉、家庭背景等形成

的高傲或是悲观的情绪，客观分析自己在专业知

识、交际口才、思维逻辑等方面的优势和弱势，对

收到的实习通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成熟的大企

业必然在制度和流程中都有其过人之处，鲜明的企

业文化也会给大学生提供职业素质上的熏陶，而小

微企业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都没有很成熟，

但几个人组成一个项目组为了企业运营而共同奋斗

的历程也同样令人着迷，不仅能在职业能力上带来

更大提升，甚至为未来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带去更

多关于运营模式、团队文化等多方位的思考。总

之，大二学生要明确地了解，不同的实习机会都能

够带来能力的提升和素质的训练，关键是找到最适

合自己发展的机会，进而做出选择。

意向实习前总是愁苦于无处投递简历。因此，在一

开始就了解获知实习的渠道是极其有必要的一件事

情。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实习机会都是通

过身边熟人特别是亲友老师的推荐而获得的。因

此，利用寒假期间，大一新生可以有针对性地与亲

朋好友进行沟通，向对方告知自己打算日后实习、

希望其留意身边实习机会的想法，也可以与认识的

学长学姐交流，了解自己所在专业的毕业就业情况

和就业方向，为日后获得实习乃至就业机会打下坚

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处于低年级阶段，大学生除沟通交

流以外，需自己去思考兴趣点所在，并积极寻找与

专业之间的对接点，这样才能在通过网络平台、高

年级学生、校内外老师等资源获知实习信息的基础

上事半功倍，积累自己的专业实习经验。总之，在

积极主动的心态下，自己的需求也会受到他人的关

注，很多潜在的实习机会便会在日后逐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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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选择，找准定位

大三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大学生活的分水岭，它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不少同学已经开始有了危机感，面临着许多未知的

选择。当寒假来临之时，明确自己的目标，并进行

合理规划是很有必要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人能否成

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确立适当的目标。树

立了目标，才能明确奋斗方向，犹如海洋中的灯

塔，引导你避开险礁暗石，走向成功。对于我们大

学生来说，大学生涯目标的设定，是大学生涯规划

的核心。在大三寒假，不论是计划毕业后直接找工

作、还是考研、出国留学，抑或是自己创业，大学

生有必要做好自己的选择，并在确立目标后，义无

反顾地贯彻执行。

就寒假实习而言，低年级时的课堂知识学习和

与老师的沟通、外部的网络环境、相关书籍等都使

大学生对于整个行业的现状有了基本认知，对于自

身的要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或许有的同学还

缺乏明确的职业目标，但由于所学专业或所在的学

校带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则可以通过实习来了解这

个行业的真实状况，进一步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方

面，大学生可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

的计划，然后逐步实施。实施的过程才是规划的落

脚点，这个过程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也要坚持不懈。在机遇来临时，把握机会。另一方

面，可以把实习作为一次收集职业信息的过程，用

心地观察和了解，接触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和事，

对未来的求职方向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大四：抓住机遇，展现自己

进入大四阶段，就意味着进入了最后的冲刺环

节，大学生无论从知识获取层面还是心智角度都显

得格外成熟，努力朝着自己追求的目标前行。在大

四寒假实习时，抓住这样一次拓展人脉的好机会、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会让公司

认为该名实习生是适合的且不可或缺的人才。这样

一来，如果恰好实习所在的公司有用人需求的话，

那么获得正式职位的概率是很大的。退一步讲，即

使不能如愿留在心仪的实习所在单位继续工作，说

不定也会有被推荐到其他的公司任职的机会。

首先，应该学会选择一家合适自己的单位。

在此前的几次实习过程中，大学生已经做到了对

于多种就业领域的尝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

此确定一个与自己专业对口的，或是自己感兴趣

的公司及职位并不是一件难事。同时，在选择之

前，应该适当了解一下该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员工

待遇，做到心中有数，预估好自己的工作内容和

未来的提升空间。

其次，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训练，争取

公司的信赖。一个愿意接纳你的组织，总是期望你

的所学能够对提升这个组织的绩效有所贡献。即使

一开始缺少工作经验，但勤奋谦虚的态度、踏实可

靠的人品同样是实习过程中的加分项目。一旦拥有

了优秀的表现，他们会欣赏你，并给予你更大的表

现空间。这同样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最后，因为大四的实习或许会涉及到未来工作

的敲定，所以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利。在签

订协议的时候，要逐条看清协议内容，有不理解，

或者是觉得含糊其辞、有歧义的地方，一定要当场

提出。不要随便地不看内容就签上自己的大名，

万一有“坑”，吃苦的只能是自己。

总而言之，通过实习，大学生可以初步完成从学生到职员的角色转换、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理转换。在假

期来临时，大学生要根据自身所处阶段，合理规划自己的实习生涯，为今后从容地应对职场打下坚实的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