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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站在毕业的人生路口回望，求是园五

年的学习时光，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失利的懊恼，这些或闪耀、或暗淡的时刻，

如今看来，只要是在向前走的，总会在现在、在将来的某一刻，给予我们回应。 

五年前，怀着对于建筑师这一职业的美好幻想，我选择了建筑系，想要成为

像负有盛名的扎哈、安藤这样的建筑大师，笔起纸落，一座座华丽而精致的建筑

便拔地而起。少年盛气，志当凌云，那时的我沉浸在天马行空的设计乐趣与空间

想象，远没有对未来的思索与考虑，看得见的，只有落日余晖打在东一 B 阳台，

清晨风声吹过月牙楼中庭。随着课程培养的逐渐深入，建筑设计于我，在想象创

作之外，更多了些人文关怀与现实思考：我开始关注城市发展下新旧建筑的冲突，

关注无序膨胀下空间组织的破碎，关注建筑背后更重要的，人的故事。在保持本

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我也积极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参加专业竞赛、加入创业团

队、寻找各类实习，仍然记得深夜会议室的头脑风暴、通勤路上完善的项目书、

舍弃周末参加实习培训…… 

这些经历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带有当时的目的性，无论是兴趣使然还是为了

一份更丰富的简历。当然，有些目的达到了，更多的并不如人意，可当我再次回

望：低年级时建筑案例的搜集学习，帮助我完善了复杂课程的设计逻辑；现场调

研与走访，潜移默化培养了我对公共服务事业的心向；创业竞赛、地产实习，这

些功利看来没有成果的选择，也为我打开了认知自己的另一扇窗。 

我一直认为大学之所谓大学，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之外对我们视野的开阔、



意识的培养。但行好事，不计得失，首先想说的，便是做一个勇敢的人，不畏惧

尝试，不害怕失败，所有的努力都是积累，所有的成败都只在当下。 

 

主动获取行业信息 

第二点想要和各位分享的，便是主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回顾五年的大学时

光，培养计划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仍局限于专业本身，且存在教学资源信息

相对滞后的情况，我们容易囿于专业视角而缺乏对于实际的关注，因此我建议大

家更早、更主动地去获取相关信息。包括三个方面： 

一、认识自己，获取信息。对于仍处在迷茫期，不了解未来就业前景与方向

的同学，可以从发掘自身出发，无论是学院、学校的就业指导课程、讲座还是线

上沟通问询，要以一个更积极主动地姿态去获取信息，增强对自身的内需求与内

驱力的了解，正如前文所言，大学是一个认识、探索自己的最佳时机，有了基础

的判断就像打好了根基，有利于短期的发展方向规划。要强调的是，认识自己应

该是一个持续的、长阶段的过程，而且应随着自身成长与发展逐渐深入、调整。

其次便是对就业内容的了解，有了对于自身的基础认知，便可提前向适合自己的、

感兴趣的行业靠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前辈就业咨询、必要技能学习、行业信息

关注等方面。 

二、提升自己，甄别信息。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获取信息变得无比容

易，但信息的质量却难以保证，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对复杂信息的

判断力：包括核对消息来源，从不同角度分辨信息内容，关注信息的客观性、信

息自身的逻辑性和事实依据。各途径主动关注各类主流媒体报道，甄别筛选无用、

误导信息。 

三、历练自己，实践信息。以自身举例，为了尽可能多的接触到相关信息，

我参加了不同的实践项目，从强专业相关的建筑设计院实习、地产公司实习，到

弱专业相关的团队创业项目、活动策展项目。从不同的实践经历中，个人能力得

到成长，对各相关行业的认识了解也进一步加深。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保证自身

学业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去一线接触、感知行业，以获得自己就对其

最真实的认知，也是对自己所获信息的实践佐证。 

 



坚持比选择更重要 

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我们需要对人生轨迹、就业方向与行业持续做出选择。

诚然，做出选择的时刻是纠结与困难的，但比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自己坚决的

相信与坚定的前进。人但有恒，无事不成，以下结合我自身求职、备考的经验给

出三点建议： 

一、多做准备，稳中求进。基于前文所说的个人认知与行业判断，我建议大

家多做几手准备，分散风险。无论是选调、考公、设计院、地产或其他行业，确

定自己的主要准备方向，同时保留一到两个备选项，提前做好规划，结合自身情

况分配时间与精力。以自身举例，结合自身优势及工作意愿，我决定备考山东定

选，同时保持对地产行业的关注，在我看来，两者的面试环节底层逻辑可以互相

辅佐，而对地产行业信息的关注也可以为选调备考作为素材积累。其中想强调的

是做好时间轴的大体规划，在不同时期将精力有所侧重，以求稳为主要目标。 

二、放平心态，专注当下。从我个人备考、求职的经验来看，比起真正面临

考试面试的时刻，更艰难的是前期的备战与纠结。一方面，对自己的选择缺乏十

足的信心，缺少足够的内核稳住心态，导致顾此失彼、情绪内耗的消极局面；另

一方面，对于未来的迷茫与焦虑造成状态失衡，影响整体备考备战的节奏。希望

大家能够放平心态，无论是选择考公或求职，尽量将精力集中在准备的过程中，

专注于当下，同时不要对结果过于苛求，保证自己正面的、积极的精神面貌与备

战状态。 

三、定期总结，自我反馈。正如前文所讲，一个大体的时间轴脉络保证各个

阶段的复习备战节奏，而每个阶段都需要一定的总结与反馈，一方面有助于理清

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准备进程，利于安排后续的计划；另一方面也可以给予自己正

向反馈与心理暗示，“两周投递了 20 份简历”、“进行了三次真题模拟”……量化

自己的工作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当然，如果工作量不理想的话，下一阶段

便更要加把劲了。 

 

写在最后 

此文绝非备考选调或秋招求职的“高分经验贴”，想说的是，无论大家选择秋

招或选调公考，做出选择是关键而艰辛的，风险与责任也随之而来。希望各位不



要盲目地随大流、听安排——保持主动地去认识、发掘自己，保持清醒地去搜集

信息、实践探索，做出对于未来的判断规划，做出坚定的、适合自己的选择。 

“岂不惮艰险，身怀国士恩”，未来的我即将扎根基层，为党、为祖国、为人

民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无论身在何处，求是血脉将永远联系着你我，求实精神将

永远是你我的人生底色。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人生的厚度并不会因某个选择而

发生改变，未来的征程永远靠个人坚定努力的付出。愿我们都有站在高处回望的

时候，看山花烂漫、星河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