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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博士生会面临许多求职选择，

但多数倾向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万人过

独木桥”使求职成为一道难题。笔者

2012年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毕业，虽然

最终选择在海外高校从事研究工作，但

先后在国内申请过多个高校教职，对此

深有体会。诚然，不同学科的情况可能

不同，但国内高校人事处一般统管招聘，

基本上都会遵循类似的程序和要求。

1 漫天撒网还是用情专一？

应届毕业生在选择第1份工作时，往

往会漫天撒网投简历，注意力严重分散；

或者紧盯某几个单位，非此莫属。我的

经验是沙漏式筛选，综合考虑就业兴趣、

职业规划、单位情况、城市状况、家庭生

活等因素，不断缩小选择集。一旦确定

若干目标单位，就应该全神贯注。但是，

不要将选择限定在家乡、毕业城市或其

他某个心仪城市，这样会影响你的初次

选择范围。

我刚开始先在科学网和主要高校人

事处网站浏览招聘信息。相对来说，公

开招聘往往为缺乏人际关系的求职者提

供更多机会，“近亲繁殖”的单位是不会

昭告天下的。给单位领导如学院院长发

“冷信”也很有用，附上简历和求职意向，

虽然多数情况下会石沉大海，但被拒绝

或未收到回复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它说

明人家对你不感兴趣或者不重视人才，

单相思没用。

导师对你和各个单位的情况一般更

了解，参考他（她）的建议，有时候会事半

功倍。一些老师会热心为你牵线搭桥，

但你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不能全

盘接受。朋友推荐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而这需要你在求学期间建立自己的学术

圈，尽可能多地了解各个单位的情况。

与此同时，目标单位的朋友可以提供第

一手的信息，会方便你更全面地评估其

就业价值。至于究竟哪个单位最理想，

我的观点是并没有一个完美的选择，而

只有一个最适合你的选择。一开始不要

太在意待遇，总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欲速则不达。

2 如何呈现自我价值？

高校和科研院所最注重的是博士生

的科研潜力和教学能力，因此这2个方面

需要突出呈现。一般来说，首先会在学

院或系进行初试和面试，通过后参加人

事处面试。前者评审的专业性强，应在

面试时讲一些深入的内容。后者评审的

专业性弱，需要讲得通俗易懂，不要拘泥

于细枝末节。

科研潜力的呈现需要突出最重要的

研究成果，特别是博士论文的主要发现

和贡献。如果某些研究获奖，则效果更

佳。一定要诚实定位自己的科研水平，

它能反映你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发

表记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科

研独创性和独立科研能力。潜力反映在

对未来科研计划的构想，对此应慎重选

择，明确1~2个主攻方向，并说明你的理

由、优势和积累。如果评审专家的观点

与你龃龉，不要正面驳斥或冲撞，而应委

婉地表达你的观点及其可能性。任何观

点都是可证伪的，强词夺理只会让你给

人留下偏执傲慢的负面印象。

教学能力的呈现往往取决于选题和

讲演的能力，一般会在试讲环节测试。

应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专业话题组织教

案，如果能够将你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

那么效果会很好。学一点幻灯片布局技

巧，力求简洁明了，而不一定花哨繁琐。

提前制作并撰写教学提纲，试着讲几次，

然后不断完善。教学中特别注意眼神交

流，要充满自信，使评审专家相信你的学

识足够驾驭课堂。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

程要区别设计，本科生的课程尽量选择

入门级的话题，研究生的课程则可以设

计更深入的专业内容。

应届生入职后往往需要承担许多服

务工作，如组织会议或协调事项，因此应

突出自己的沟通与管理能力。求职过程

中会有很多非正式的交谈，你的言谈举

止都会不经意间地影响招聘者对你的看

法。不要像个“闷罐子”，尽管科学可能

艰深晦涩，但科学家不应该孤僻冷漠。

礼貌是最起码的要求，包括与具体办事

人员的邮件和电话往来，因为任何人都

会影响你的求职。应做到不卑不亢，而

不是卑躬屈膝，让人感觉需要怜悯你。

许多单位对女性有偏见，无论是否成家，

都应强调自己平衡家庭——事业冲突的

能力和家庭发展计划。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常常是到了该找工作的时候，才发

现许多方面准备不足。这提醒博士生应

更加注重平日积累，不能寄望于“临时抱

佛脚”。比如，科研潜力的培养可以从参

与的科研项目、出席的学术会议、撰写的

研究报告、发表的科技论文、获得的科技

奖励等方面反映，而这些都需要平日积

累。教学能力的历练也有赖于平日积

累，特别是课题组或学术研讨会的讲演，

以及参与助教工作，都有助于锻炼能力。

博士求学期间应尽可能多地搜索机会提

升自己，而不局限于所属的课题组或课

业要求。比如，出国访学、挂职锻炼、学

术会议、专业团体、期刊审稿、科技志愿

者等，都可以丰富你的简历，使你能够接

触学术前沿、积累人脉并获得科研历

练。学术界的许多工作都是义务劳动，

机会很多，往往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

工作。尽管它们会耗费你的精力，但这

些公共服务会使你受益良多。比如，就

此结识的学界前辈，就可以给你写出非

常漂亮的推荐信，为你的求职经历添彩。

4 结语

本文针对的是科研单位就业，政府

和企业等的就业过程和要求会有所不

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博士生应未

雨绸缪，从一入学就考虑其就业去向，并

为此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求学时间

虽长达 3~5年，但其实一晃眼就过去。

如果不善加规划，就会后悔莫及。尽管

有很多策略可选，但开放、兴趣、专注、勤

奋和乐于助人，却是通用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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