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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涯教育现状与辅导需求的调查报告

李　莹

吉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吉林省吉林市　132011

摘　要：本研究对生涯教育在国内的推行状况进行调查，并以问卷及访谈等方式深入了解教师，学生及家长对生涯教育之

需求及期待。研究发现：尽管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关注生涯教育问题，但是面临着课程系统性，教师培训以及资源对接等问

题的挑战。被调查者对生涯教育总体上寄予厚望，希望生涯教育能够得到更加深入和个性化地开展。研究着重指出生涯教

育课程应该采用多元的形式、校本教材的开发、网络与社会资源的运用、丰富的教学活动、评价体系的优化等，才能更好

地适应各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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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生涯规划意识在社会上的增强，生涯教育在我

国的现状及完善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本研究之目的在于

探讨生涯教育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存在之问题及需求，并以

问卷及访谈等方式覆盖教师、学生及家长之意见，期能对

生涯教育未来之开展提出策略建议。

1. 学生生涯教育现状与辅导需求的调查报告研究意义

价值

1.1 理论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当前关于生涯教育的理论与著作来

源于西方，具有参考性与不适应性，部分专家学者还尝试

用中国文化与智慧来诠释与引导生涯教育，但是并没有形

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该研究可以对生涯教育进行经验

总结，提炼出区域内幼小初高生涯一体化课程发展情况，

并对丰富生涯发展理论做出智慧贡献。

1.2 现实意义

在实践意义方面，研究将在实践层面构建适用于该区

域的幼小初高课程设置体系，涵盖具体课程设置、师资人

员培训、配备等方面以及对课程进行评价、编写教材、实

施课程等不同维度，课题研究成果对本市及其他省内城市

进行生涯教育有借鉴作用。

2. 学生生涯教育现状分析

2.1 国外研究现状

在 1960 年代，“生涯教育”这一观念首次在美国出现，

而在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的引导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美国推出了针对 1-12 年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课程。在课

程目标方面：职业探索阶段（7-10 年级），要求本阶段的

学生通过系统地职业探索，熟悉职业分类和“职业群”的

概念，并且到了在职业群内努力挑选合适职业的地步。日

本关于“职业生涯教育”的理念源于美国，中小学以日本

教育体系为导向，把生涯教育贯穿于课程与学校活动。在

1998 年修订的《小学和初中学习指导纲要》以及 1999 年修

订的《高中学校学习指导要领》文档中，明确指出各个学

校应当为职业生涯教育分配“综合性的学习时间”以实施。

课程作为生涯教育实施的重要媒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

发达国家对生涯教育课程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2.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大陆地区生涯教育起步晚，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

与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逐步受到国家，学校以及相

关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研究领域与范围逐渐拓展，由原

来对国外经验介绍，价值分析到生涯教育课程与实施的研

究，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然而由于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

的缺失，现有研究多局限在各自的范畴内，相互之间缺乏

关联与融合。为此，本文选题目的在于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与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建构系统性与全面性相结合

的各学段职业生涯教育课程。

2.3 综述

第一，以研究内容而言，从研究的量来看，虽然当前

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研究，但许多是中职或

高等教育出发，并没有把立足点放在中小学及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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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针对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展开研究，其原因是高

中与学生将来的就业关系比较紧密，甚至会影响学生能否

升学，从而形成了目前状况。此外，我国高中职业生涯教

育起步晚，尽管新高考改革对高中职业生涯教育能够建立

在一定的扶持基础上，但在政策上并未提出明确的要求，

因此人们尚未达成统一认识。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文献方面，课程开发方面较为局

限，许多是站在较高层次来看待职业生涯规划，较少从系

统性方面来分析；第二，经研究者整理后发现，许多文献

对国外成功案例进行了介绍，而对我国课程开发成功案例

的研究却很少，开发应用型不足。伴随着有关政策的颁布

与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大潮已逐步转移到生涯规划课程开

发上来，但是很明显许多人对这一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当前许多研究还停留在传统模

式上，缺少实证类支持或实践数据支持。许多结论为研究

者主观经验或部分国外经验，没有与国内实际课程开发相

结合，缺少实证数据支持及实地调研研究等，其信度及可

供参考之处尚待检验。

3. 学生生涯教育辅导需求的调查报告研究

3.1 研究目标

（1）在目前教育改革大环境下，构建符合区域特点、

与幼小初、高全学段相适应的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此举意在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从一个更全面、更

系统、更前瞻的角度来指导学生寻找自我、谋划未来，从

而达到个人成长和社会需要的协调统一。

（2）明确不同学段在生涯教育中的不同对象。学前阶

段强调对幼儿进行生涯启蒙教育；在小学阶段，重在培养

学生对职业的兴趣；初中以生涯探索为主；高中阶段重视

生涯规划，对高中学生的选科走班、志愿填报等工作进行

辅导。

（3）在如今的教育环境下，学生所承受的知识量与学

习压力是空前的。在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过程中，他

们既要占有丰富的信息又要发展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

及团队合作技巧。但传统的学习方法常常过分强调记忆，

忽略了对知识理解与运用的意义。所以向学生提供行之有

效的学习策略以帮助其改善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就变

得格外关键。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研究法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全学段生涯规划课程的开发实践，

研究团队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等学术平台进行资料检索，

并在这些资料的支持下，对当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分

析。此外，研究者选择很有代表性的选题或者文章进行讨论，

通过对比的形式，试图从另一个视角去认识它们，找到适

合自己选题的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文献研究法数据汇总

序号 文献来源 发表年份 研究主题 研究方法 研究结论 引用次数

1 文献 A 2021 生涯规划 实证研究 支持课程开发 35

2 文献 B 2022 教育辅导 案例分析 强调个性化需求 42

3 文献 C 2023 课程设计 比较研究 提出新模型 28

3.2.2 问卷调查法 

对学生生涯教育辅导需求进行调查和研究，需要相关

数据的支持，开展调查时同样适用。因此，有必要紧扣课

程发展这一主题来了解全学段生涯规划的发展状况。为了

取得第一手数据资料，本文旨在了解全学段在生涯规划课

程发展实践中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情况，并设计调查问卷

对各地有关人员进行调研。如表 2 所示

表 2：问卷调查法数据汇总

序号 调查对象分类 问卷数量 回收数量 有效问卷数量 课程开发必要性平
均得分

课程开发可行性平
均得分

其他需求指标 1 平均
得分

其他需求指标 2 平
均得分

1 小学教师 100 95 90 4.2 4.5 3.8 4.1

2 初中教师 150 140 135 4.5 4.7 4 4.3

3 高中教师 200 180 170 4.7 4.8 4.2 4.5

4 大学教师 120 110 105 4.8 4.9 4.3 4.6

5 学生家长 250 230 220 4 4.3 3.5 3.9

6 学生 300 280 260 4.3 4.4 3.9 4.2

7 教育行政人员 80 75 70 4.6 4.6 4.1 4.4

总计 1100 1010 95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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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统计分析法 

本研究方法也是为得到较为真实和有代表性的资料而

设计的，并且与问卷调查法密切结合。目标人员调查后统

计分析问卷反馈。在以上问卷调查后，统计有关资料，并

依据全学段生涯规划课程开发实践中调查资料得出有关结

论，以支持本选题。如表 3 所示

表 3：统计分析法数据汇总

序号 统计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众数 偏度 峰度

1 课程开发必要性 4.4 0.25 3.5 4.8 4.5 4.5 -0.5 2.1

2 课程开发可行性 4.6 0.18 4.3 4.9 4.6 4.6 -0.3 1.9

3 其他需求指标 1 3.9 0.22 3 4.3 3.9 4 -0.4 2

4 其他需求指标 2 4.3 0.2 3.5 4.6 4.3 4.3 -0.2 1.8

3.3 研究内容

3.3.1 学生生涯教育现状与辅导需求的调查

为深入了解生涯教育在我国实施的现状和各方面对它

的期望，本文做了全面深入的调研。本次调查采取多元化

数据收集方式，由精心设计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组成，

内容涉及教师，学生与家长三个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群。

一方面设计详细问卷，内容涉及生涯教育课程设置，教学

方法，资源支持和效果评估。人们向教师提出自己在实践

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于生涯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看法。并

询问学生对于生涯教育之需求及生涯教育有助于规划其未

来职业道路。与此同时，从家长角度来看，其期望与建议

对建构家校合作生涯教育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组

织系列访谈活动与一些教师，学生及家长面对面沟通。这

些采访所提供的资料更为丰富与个性化，能够洞悉生涯教

育具体执行时可能遭遇的复杂与独特。比如，有老师分享

自己在指导学生探究兴趣与职业可能性方面的成功经验，

也有家长表示希望学校能为孩子迎接未来的挑战做更多的

准备。经过大量资料的搜集与分析，着手对国内生涯教育

现状进行梳理。

3.3.2 学生生涯教育课程设置与评价的研究

在学校教育中，课程是主要的载体与表现。生涯教育

课程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的课程体系，要坚持专业辅导课与

学科渗透课相融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校内教

育和校外社会实践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并辅以各种教育

活动搞好评价体系建设。

（1）课程开发的模式

全学段生涯规划课程的开发首先应对课程模式进行定

位。对中小学而言，职业生涯教育是一个崭新的范畴，而

学生在此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片空白。研究者据此提出学

校可採用分科课程模式设置相关课程并安排专职教师授

课。为了让课程开发模式更丰富和提高教育效能，老师

们还可利用班会时间开展专题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行职

业生涯讲座。

（2）课程资源的开发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构建是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

学校在职业生涯中可采取不同方式大力进行课程资源的开

发。①校本教材的研制。各个学段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制定与学生年龄和兴趣相匹配的职业生涯教材，

这些教材可以细分为幼儿版、小学版、初中版和高中版。

②收集大量网络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指导学生登

陆所在学段上方的官网，比如初中可搜索高中和中职，而

高中则可搜索高职和本科院校以及其他不同学段职业生涯

信息。此外，老师还可以为学生开设账号，或带领学生到

智联招聘和 58 同城网站进行招聘浏览。在此基础上，老师

还可以向同学们推荐一些“大家”或者“职来职往”的招

聘类的节目，对招聘规则以及不同的职业要求有一个深刻

地认识。③大力开发社会资源。对学生而言，除现有的部

分资源外，社会资源与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可

带领学生洞察家长、亲戚及好友的职业属性及内容，或请

业内有杰出成就的人到学校讲课，使他们体会到真正职场

的样子。④学校为学生提供专业的信息资源包。学校及教

师可针对学生实际需要为其提供专题性学习资源包、小册

子和电子文档。

（3）开展各异的教学活动

学校可以通过职业生涯教育课程融入大量教学实践活

动来整合不同学段教学内容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比如，老

师们可以组织一些实践活动如性格测试和霍兰德专业兴趣

测试，或者在放假期间让同学们对感兴趣的公司进行考察

并了解其工作方式。针对中学阶段学生而言，可首先使其

认识家长的专业，并逐渐延伸至社会企业的考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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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可进行职业生涯咨询的工作，咨询者以本课程的教

师和班主任为主，被咨询者有学生和家长。

（4）优化课程教学评价

职业生涯教育课程在开发时教学评价标准与机制不可

忽视。通过教学评价教师能够找到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

不足之处，应该能够理解学生这一方面存在的欠缺。站在

学校的立场上，可以改进课程内容；站在学生的立场上，

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各学段学校应遵循过程与结果相

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原则，建立并优化职业生涯教

育评价体系并以此为评价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生涯教育的开展

面临着课程缺乏系统性、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以及资

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要迎接上述挑战就必须创新生涯教育

课程模式、丰富课程资源、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建立综

合教学评价机制。在今后的生涯教育中，要更多关注个性

化发展问题，强化家校合作等，更好地为广大教师，学生

及家长所期待，从而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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