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當前大學生的就業實際和市場經濟體製特點，大學生應

具備九大能力，如下： 

一：理論知識能力 

一個優秀的大學生必須擁有紮實的文化知識，包括專業知識和非專業

知識 ，最終形成自己的知識體係。因為任何工作，無論是科學、教

育研究，還是具體的實踐作業，都需要豐富的理論知識。大學生用自

己廣闊的社會時間能力。所以，作為一名大學生，就應該把課堂的知

識和學好，同時，要多到圖書館博覽群書，增加自己的理論知識，到

達充實自己的目的。 

二： 適應環境能力 

適應環境能力是一個人綜合數值的反映，它與個人的思想品德，創造

能力，知識技能等密切相關。大學生畢業之後，所面臨的是找工作，

參加工作，然後 定居。它們都是在不斷的變化的，所以，大學生要

培養自己適應社會環境能力。隻有這樣，即使是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下，

也能夠變不利的因素為有利的因素，從而為 大學生以後的事業的成

功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 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個人利用他/她的創造力、推理、信息、可用資源以及過去經驗來

處理和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因為這種能力

可節省團體及其他所有相關人員的寶貴時間。 如果你有這種經歷，

可將其加入到簡歷中，舉例說明你過去是如何發揮這一社會技能的。 

四：語言表達能力 

語言表達能力是大學生必須具備的又一項重 要能力。學習、工作和

社會人際交往等需要語言表達能力。社會競爭是人才的競爭，而一個

人，就必須要有很強的語言表達能力，隻有這樣，才能在市場競爭中

處於 不敗之地。若要具備這一能力，當代大學生首先要敢於說，這

也是練好口才的前提；其次要做到有話可說（需要廣泛的知識面），

這是練好口才的基礎；再次是要善 於說話，注意什麽場合說什麽話，

注重語言的得體，這是練好口才的關鍵。為此，大學生應該抽出時間

閱讀有關的文學著作和口才範文，多做練習，以便使自己的語言表達

能力得到鍛煉和提高。 



五：動手做執行能力 

動手能力是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工作的重要保證。對於大學生來說，

畢業之後是從事教育教學研究、自然科學研究，還是在生產第一線從

事技術管理工作。動手能力的強弱，都會影響著一個大學生的發展前

途。為此，當代大學生就要勤動手，重實踐，多做實事，在紮實理論

知識的指導下，提高自己實際動手能力。 

六：競賽與競爭能力 

競爭能力是人們順利完成某項活動多必備的一種心理特征，也是大學

生及至人類都在追求的一種能力品質。由於當前社會是一個激烈競爭

的社會，從而競爭能力的培養尤為重要。再次，我們大學生應注意幾

點：一、意識到競爭能力是自身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二、要意識

到競爭是實力的展示，掌握更多的技能技巧，善於抓住機會，勇於展

示自己才會在競爭社會中獲勝；三要意識到競爭實際是人格的考驗，

所以，大學生必須在競爭社會中保持健康積極的心態才能獲勝。 

七：溝通協調能力 

隨著現代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需要每個大學生都必須

具備較強的溝通能力。溝通能力是社會交往的關鍵，一個具有很強溝

通能力的人，能把工作做得得心應手。 

八：時間管理能力 

九：國際移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