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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生涯课程的定位是：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不单是知识的传

递，更是塑造价值观、培养能力的素质教育，通过生涯教育唤

醒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兼顾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最终助

力学生的成长。而掌握 O B E 成果导向法，将“课程思政”完

美融入生涯规划课堂，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  好课一定是设计出来的

对于老师而言，想设计一堂好课，需要读懂四个问题：教

给谁？教什么？怎么教？为何教？这四个问题背后是OBE-成果导

向的教育理念，即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

学生最终的学习成果（顶峰成果）既是OBE的终点，也是其起点，

课程设计者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

只要把握好时间线、内容线、方法线、情绪线和辅助线，

就能够完美的设定好课程。其中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是基础，

而课程设计是关键，通过课程设计将思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实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  挖掘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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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当前的00后学生，一份教案走天下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对于老师而言，想设计一堂好课，需要读懂四个问题：
教给谁？教什么？怎么教？为何教？这四个问题背后是OBE-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OBE-成果导向；课程思政；生涯规划

从精神内核看，生涯课程与思政元素是高度统一的，对职业

生涯规划的模块进行整理，得到以上6个主题及对应可以挖掘的

元素。同时我给每节课程设定对应元素的主题，例如幸福密

码、我的未来我做主、让每个生命绽放等，通过主题引领学生

思想，让学生明确当节课程内容及学习方向。教学中注意生涯

规划课堂不是思政教育理论课，要潜移默化的传递，而非传统

的说教。

3  将思政元素融入生涯课程

在设计课程前，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生涯教育乃至高

等教育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知识获得（专业知

识）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学习动力、注意力、思辨能力成为

了稀缺资源。因此高校最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这些核心能力，能够推动学生快速成

长， 根据学习原理和大量实践经验的总结，课程设计可以从三

个方面着手：

3.1 认知对话，将句号课堂转化为问号课堂

教师单向输出，学生被动学习，这种没有双向沟通的课程，就

是句号课堂。句号课堂是一个沟通漏斗，老师掌握100%的知识，

输出80%，学生听到60%，理解40%，最终转化至行动只有20%。转

变教学方式，巧提问题，是将句号课堂转化为问号课堂的核心。巧

提问题的关键不是“问题”而是“巧”，提问是需要设计的，围绕

教学点设计开放性问题，才是最有效的提问。

举个例子：在讲认知生涯，树立生涯规划意识的时候，我不

会马上讲解概念，而是循序渐进的通过情景模拟和反复提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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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概念。

首先在时代大的背景下，在“复杂”的时代特征中去理解

规划，就会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新冠疫情情景导入，让

学生感受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当下，借机提问：“你认为复杂的

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学生因为有了触动，思考后回答

很积极。 随后通过体验游戏——应对风险能力的测试：结果有

何不同？引出“反脆弱性”重要概念。最后引导学生思考：复杂

时代下如何规划？通过情三个问题，学生们慢慢有了规划意识，

为整个课程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的课程都以问题为

导向，引导学生演化出职业生涯规划的完整概念，同时可以更进

一步衍生出个人职业目标的确定，要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

融为一体，把小我融入大我。

此外，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即使他没有切中老师想提问

的点，也不要给予否定，老师要引导启发学生，在肯定他回答

的基础上朝着想要的方向进行引导，如果发现所有学生都没有按

照预定的思路走，就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设计是否需要调整。

3.2 情感支撑，将知识课堂转化为情感课堂

教练技术中有四项信念原则，分别是坚信个体的可塑性、

个体拥有所需的资源、个体行为的积极意义以及个体改变的能

力。老师也要相信学生，把更多的课堂交给学生。因此在教学

设计中更多的采用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包括头脑风暴、案例讨

论、角色扮演、游戏练习等，通过分享、总结、奖励等方式

让学生融入课堂。此外，善用图片、视频等素材，也能有效

的支撑起情感课堂，图片和视频相较于文字能够实现多维度的信

息传递，强化学生们对课堂的参与意愿。

3.3 行为激发，将知识课堂转化为能力课堂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三者融为一体，而能力培养是教学成果的终端呈现，是对课

程效果的重要检验，因此，课程在传递知识后，要能够激发学

生行为，将所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除课上教学外，还有一个

重要环节，是所有的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围绕教学主题开展实践活

动，完成实践作业。团队成员在的过程中，从最初的为了分

数，到最后为了享受知识实践的乐趣，在过程中提升能力，升

华认知。

古希腊学者普罗塔戈说过：“学生的头脑不是用来被填满知

识的容器，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老师也同样不应是灌输者，

而是点火的人，帮助学生在大学阶段将火把引燃，通过大学阶段

的动能转换，基础教育的优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培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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