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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下的
生涯教育

l 新高考对生涯教育的要求：政策解读与现状

l 其他国家的生涯教育情况以及上海市的先进经验

l 什么是生涯教育



时代背景下的生涯教育

新高考对生涯教育的要求：政策解读与现状

n 2014：浙江、上海

n 2017：北京、天津、山东、海南

n 2018：重庆、江苏、广东、福建、湖

南、湖北、河北、辽宁

n 2019-2020：江西、贵州、安徽 、四

川、河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宁

夏、云南、广西、新疆



n 北京市自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进入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阶段。2017级高一学生将参加的2020

年高考将不再分文理科，取而代之的则是新“3+3”模式，即语数外3+理化生政史地6选3。

n 北京市采取的“两依据一参考”：依据的是语数外统一高考的成绩450分加上三门等级性考

试各100，共750分；参考的是综合素质评价。

n 《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发布，750所高校的8285个招生专业

中，2607个专业要求必须选考物理，1096个专业要求从物理和其他2至3门学科中任选其一，

还有173个专业要求物理必须与另外一或两门学科同时选考；3768个招生专业不限选考科目。

n 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做好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教学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学

校要配备学生发展指导专职教师，但不得强制为学生确定选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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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0年，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要建立学生

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的指导。”

n 2012年，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在充分了解自己兴

趣等的基础上，确立职业志向培养职业道德意识，进行升学就业的选择和准备，培养担当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

n 2014年12月，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高中学校要对学生开

展生涯规划指导教育，从而帮助学生了解自我优势特长和学科能力，做好生涯规划，解决高

考六选三等问题，促进学生的高中学业和大学教育的科学衔接，避免学生在大学专业报考上

的盲目性。”

n 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提高学业规划和生涯规划能力。高中教育，不只是为了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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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下的生涯教育

新高考对生涯教育的要求：政策解读与现状

“我国目前在学生生涯教育方面的师资还

很缺乏。我们的教育关注学生学业较多，

工作过程中各类工作与学生非学业方面的

发展关联度不高，各类工作考核中，未将

学生非学业方面的发展变化作为核心关键

指标。我们的教育应该从关心学生学业的

发展转变为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n 舒伯将生涯定义为：生涯是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演进方向和历程，它统合了人一生中的各种职

业和生活角色，由此表现出个人独特的自我发展形态。并将人的一生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成长阶段（0～14岁）、探索阶段（15～24岁）、建立阶段（25～44岁）、维持阶段（45～

64岁）和衰退阶段（65～晚年）。

n 广义地说，生涯教育包括学校的一切课程与教育活动（包括咨询、指导等），其目的是为了

学生的终身发展和有意义的幸福生活 , 同时，为社会发展创造积极的价值。

n 学校生涯发展指导是以学生生涯发展需求为依据，以课程和活动为主要途径，以测评和辅导

为辅助手段，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特长，探索专业、职业，明确发展方向，掌握生涯规

划的方法，促进学生把当下的学业、生活与未来的生涯发展有机结合。目的是让每个人过上

适合自己特点、实现自身价值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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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中学生涯发展指导的三大目标

一．关注学生自我的发展，挖掘学生潜能——我是谁

二．关注学生未来发展，帮助学生确立目标，激发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激发内驱力——我要去哪儿

三．学会有效决策行动，管理自己的生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培养适应社会变化与挑战的人才——我怎样到达那儿

◆ 核心目的：提升学生生涯规划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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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涯教育



n 美国1971年开始实施生涯教育，生涯教育是全民的教育，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

育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开展。 提倡兼顾学术与职业功能，为升学和就业服务，要在基础教育

中建立起职业价值观，培养个人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旨在教育下一代在“心理上、职业上及社

会生活上得到平衡与成熟的发展，使每一个国民成为自我认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

n 日本1999 年颁布《关于改善初、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指出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教

育阶段间的衔接，而且更应该关注学校教育与职业生活的融合。2004 年公布《培养每个儿童、

学生的勤劳观、职业观——关于推进职业生涯教育的综合调查研究协作会议》，提出生涯指

导的最终目的应是通过教育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并要为社会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优质劳动者。

n 我国职业生涯教育相对落后，只有33%的高中生接受过职业与毕业的指导；而在美国则有

69%的高中生接受过职业与毕业的指导；在日本，有78%的高中生接受过此类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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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上海市自2014年首批开始试点高考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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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上海学校生涯教育的设计思路
大中小德育一体化，家校社联合推进生涯教育“横向-纵向”双向一体的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
• 横向：生涯教育与德育、学科教育的融合；与课程教学改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考试与招生

制度的结合；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中等职业学校转型发展结合。
• 纵向：明确各学段生涯教育的重点与要求，构建中小学生涯教育的内容体系，并与高等院校的

生涯指导工作相衔接。

n 生涯教育的阶段目标
1.小学阶段——生涯启蒙
通过观察、模仿、游戏等各类活动，发现学生的兴趣爱好，提高学习的自信心，初步认识社会职
业，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初步培育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所需的态度。
2.初中阶段——生涯探索
通过生涯教育课程与活动，加强自我认识，培养学习计划与管理的能力，加强社会理解，了解社
会分工，认识高中学校，激发生涯发展的意识。
3.高中阶段——生涯选择
通过生涯教育课程与活动，结合“综评”，深化自我认识，激发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生涯选择、
职业规划与管理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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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上海学校生涯教育的主要内容
1.自我认识
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发展自我概念，激发生涯意识，增强自我调控、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的能力。
2.社会理解
指导学生增强社会意识、社会理解与社会参与，认识个人与社会、学业与发展、当下与未来的关系。
了解高一级学校的办学特色以及社会职业发展状况与分工。
3.生涯规划
掌握学业规划与职业规划的主要方法，综合各类生涯发展信息，权衡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制定学业目标与计划，初步形成个人职业方向和生涯发展路径。

n 生涯教育的途径
1.生涯教育课程
2.生涯体验活动
3.团体与个别辅导
4.生涯教育资源与档案平台
5.家校社联合的生涯共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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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上海市自2014年首批开始试点高考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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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生涯辅导的情况

准备开展, 22,
9.7%

部分开展, 89,
39.4%

全面开展, 115,
50.9%

生涯教育的保障体系建设
1、加强组织管理与顶层设计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3、加强生涯教育的资源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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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涯教育
的开展

l 高中所面临的生涯教育
l 课程与工具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n 变“一考定终身”为决策前置——减轻短暂的专业敲定带来的长期职业迷茫与消沉，将终身发展定

向，决策任务前置

n 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缺失造成学生严重不适——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规划意识和决策能力不足

n 高考改革倒逼学校关注和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工作——高考改革倒逼学校全面整合教育理念
Ø不仅仅是让学生作好“升学和就业”的准备，更要为他们“过一种好的人生”作准备。
Ø多元评价的核心在于尊重不同人的才华，为不同的人才提供可能的发展路径。
Ø教师作为过程评价的实施者，接受的不仅是评价的权力，更要具备识别人才的能力，承担发现学生不同才

能、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舞台和路径的责任。
Ø教师要有基本的职业知识和发展意识，要了解职业与学业及其与学生关系的内在逻辑，指导高中生逐步建立

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未来的联系，从而提升目标感和驱动力，达到高考改革人尽其才的目标。

n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进行的2014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八成高考生填报专业目标不明确。学生们填报

志愿表现出了迷茫，急需专业的指导。

n 新高考——选科是紧要的，做出正确选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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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涯教育的开展

课程与工具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专题课 班会课 渗透课 个体/团体
辅导

讲座 实践

生涯唤
醒

自我认
知

环境探
索

生涯决
策

规划行
动

评估反
思

n 核心——课程建设

n 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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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涯教育的开展

课程与工具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n 辅助——软件系统

n 生涯指导专家教师要学会使用测评工具



高中生涯教育的开展

n 学生发展指导平台 www.shengyazhidao.com

n 建设学生生涯测评与实践体验为主的成长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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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工具相结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n 依托——中心建设

n 学生发展指导中心

中心规划及装备 制度建设 组织架构 设备使用培训 软件更新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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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教育与综合素质评价、研学、职业
教育等的联系与探索



为成长助力，为发展引航

感谢聆听！

孙昊奇 生涯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