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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构想
陈瑞东

（安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初中阶段的开设，有助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更好地适应自身的角色，通过开设丰富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让学生在对不同的职业、社会角色的生动而形象的认知体验的过程中，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未来人生角色，在良好的角色适应过程中，实

现中学生的良好的角色认知，实现学生对自我、对未来的积极的人生规划。本文以初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构想为对象，结合笔者在实

际教学管理研究中的经验，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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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开设的意义

根据埃里克森的八阶段理论指出，进入中学生时期的孩子们，

正处在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冲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学生们，

他们努力试图将自己的多方面—智力、社会、性别等整合起来，

达到一个对自我的整体认识，即获得自我同一性，拥有同一性的

学生能够明确自己的做事目的、对预期中可获得的认同有自信心，

有活的收获、成功、胜利的幸福感；缺乏同一性的学生则白噢出

出犹豫、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等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失去

目标和方向，容易失去自我，缺乏责任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因

为缺乏对自身的正确科学的认识，因而，他们的人生视野、心理

理想等，都难以得到有效地培养和发展。

进入 21 世纪，学生们接触到新鲜事物的机会更多，他们对事

物的认识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在初中阶段的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

划课程，能够促进学生对未来自己的职业规划，能够让学生更加

确定自己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好地确

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因为有了目标，学生们的奋斗就有了目标和动力，在行动过

程中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就更加充分。因此，在少年期这一特

殊时期，对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育实践，培养学生在未

来的学习生活中，“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学会

生存”。

在学校管理的过程中，开设职业生涯课程，是“功在当前，

利在未来”的大事，但是职业生涯课程的开设，又不能和同学们

文化课学习的模式一致，要根据职业生涯课程内容和特点，创造

性地展开对课程内容的设置，展开和实施。

二、初中学生的职业生涯课程开设现状及其原因

（一）初中阶段职业生涯课程的现状

中国学校的职业教育，在很多地方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对学

生的职业生涯课程教育和引导方面，中国学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

基本是在大学学生面临紧张的、即将到来的毕业压力时才遇到了

这么一门人生行业的指导课程。

很多学生从小可能会对某一行业充满兴趣和向往，但是他们

却不熟悉自己向往的行业的工作内容，不清楚自己的行业需要的

专业知识技能，不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进入到未来的岗位后，

不难想象会遇到各种碰壁。

（二）导致初中阶段职业生涯课程现状的原因

1. 对职业生涯教育的关注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局面，导致了中国教育界在教育教

学的过程中广泛地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的试卷分数越高，

学生的智商越高，学校就越乐意招收，反之，学生则基本无人

问津。

这就导致了学校、家庭在孩子们的学习生涯阶段，普遍只

关注学生的知识学习问题，而对学生的生活能力、动手操作能

力，生活实践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都不是学生们需要考虑的

问题。

社会最先捕捉到应试教育的弊端，高分低能的高分学生，进

入社会后成为白痴，成为啃老族，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的批判。

这才使职业生涯教育课程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2. 心理原因

初中阶段的学生，因为觉得自己年龄还很小，离自己的高中、

大学还有好几年时间，太早规划有些不切实际。在这个阶段中，

不论是家长的灌输，还是学校的教育，都只倾注于知识的学习方面。

学生从思想认知中很少能够意识到职业生涯教育这一教育内容的

意义。

殊不知，部分学生进入初中，完成义务教育后，会有一部分

学生进入职业教育学校，职业生涯距离中学生并不遥远。学生们

抗拒成长、对职业的抗拒心理。

三、初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构想

（一）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进课堂

构建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系，从思想熏陶、行动引领

到角色定位，需要经历一定的心理转换和认识转换才能够实现学

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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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设系统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构建完整的职业

生涯课程规划体系，在系统、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渗透和熏

陶的过程中，实现学生对未来职业理想的有效认知，对未来职业

的科学规划，对未来职业方向的积极努力。

1. 开设职业理想教育课程系统

儿童时期的孩子们，思想丰富、知识面狭窄，认识视野不够

开阔，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幻想，在幼儿

阶段，他们喜欢的角色扮演游戏，让幼儿阶段的孩子展开对职业

角色的体验和认知 .

进入小学阶段的孩子，依然对直观的角色体验活动有着十分

强烈的兴趣，但是角色体验认知活动，能够比幼儿阶段的角色体

验更深刻一些，可以结合一些简单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

活动中感知和体验角色的内容，从实践经验中去分析和交流自己

的体会和感受，从清晰的感受和体验中去捕捉和感受不同职业的

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工作的内容、意义等，培养学生对各种职业

的科学认知，使学生从小就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 .

进入初中阶段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则在实践的基础上，进

一步结合丰富的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内涵，让学生在对职业的社会

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道德感、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让学生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动下，确定职业理想、树立

职业信念，并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而努力奋斗。

2. 课程研究的方向要契合实际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为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意识和职业

理想信念而服务的，因此，职业生涯课程的设置要打破传统的课

堂教学的死板和僵化的局面，开设开放性的职业生涯课程。

职业生涯课程的开设，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让学生们在充满

灵活性、选择性的职业生涯课程认知和学习的过程中，使学生更

好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展开对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科学认识

和体验，展开对自身的职业生涯的科学规划。

开放的课程研究和创设，满足了不同学生的职业选择要求和

发展，因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开设，必然能够成为促进学生

未来发展和职业选择的强劲动力。

职业不分贵贱，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开课之初，教师就

要向学生灌输这样一个理念，在科学的理念的指引下，引导学

生科学的认知自己的职业理想。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只有人

才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的更好地

发展。

（二）增强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

教师作为学生信息的敏锐地捕捉者，作为新课程理念下的课

程的开发者、研究者，在课程开发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

要的作用。

学生是他们熟悉的学生，资源是他们熟悉的资源。通过增强

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让教师将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开发和研究

作为自己的职责。

在课程开发和研究的过程中，“教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

待学生的现状，一旦发现学生的兴趣和职业偏好，应抓住机会

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合理选择职业

道路”。

同时，把握学科与职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在学科教育的过程中，

只有充分发挥教师的课程开发和研究的意识，在对自己熟悉的学

生群体，自己了解的学生发展概况的科学认识和引导中，实现的

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效开设。

（三）校园生涯规划课大赛活动

开展校园职业生涯规划课大赛活动，从班级的内部海选、

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竞争、再到校际之间的职业生涯规划竞争。

在班级内部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竞赛活动，让学生们在积极

的职业生涯规划竞赛活动中，在开放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

在丰富的交流平台上，展开思维的碰撞和交融，在相互间的

积极交流和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学生的职业生涯的科学规划

和预测。

四、结语

总之，丰富初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内容、促进多元化的力

量参与，开放教育平台，丰富教育主体，是促进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系统的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途径，在研究者的积极开发和实践中，

实现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科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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