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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高校生涯主题工作室现状 1

目前我国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还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国内高校成立生涯相关主题的工作室数量更是稀少。

较为熟知的几个为北京工业大学“指南针”生涯规划工

作室（2015）、西京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室（2015）、

北 京 科 技 大 学“从 0 到 1” 创 新 创 业 辅 导 员 工 作 室

（2016）、桂林理工大学“领雁”大学生领导力提升工作

室、浙江师范大学七彩人生职业发展工作室（2018）、湖

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传承湘商文化精神，培育高职“三

创”英才名师工作室（2018）、湖南中医药大学“职梦起

航”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与就业指导工作室（2018）。通

过学习这些工作室的运行模式、成功经验，总结国内高

校生涯主题工作室运营现状，为我校开展生涯教育提供

思路。

国外“职业生涯教育”最先出现在美国的教育体系

中，可以追溯到帕森斯（Frank Parsons）在 20 世纪初提

出的以“人职匹配”为核心理念的职业指导运动。国内

“职业生涯教育”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受

我国国情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前，国内对于职业生涯领

域的研究与实践几乎为零。但，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

计，截止到 2021 年 3 月，以职业生涯教育为主题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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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到四千多篇相关文献。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高校职业生涯教育课程（朱炎军等，2012）、高校职

业生涯存在的问题（房欲飞，2013；李路等，2021）及

高校职业生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方伟，2012）

方面。国内缺乏系统化的高校职业生涯教育，对职业生

涯理论体系和方法都还处于借鉴阶段，本土化建构尚属

于发轫之初。对于中国高校职业生涯教育路径的研究较

少，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职业生涯教育侧重点还是帮

助大一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和指导大四毕业生顺利找工作

上。

工作室模式由德国包豪斯学院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提

出（2001）。此模式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教育体

系，突出“解决问题”的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参与

设计制作的全过程，与教师共同完成教学工作。我国的

工作室教学实践模式在美术学院、设计类、音乐类学院

进行较多实践和应用，并在形式、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创

新探索。目前工作室模式在高校思想政治领域应用也较

为广泛，但相关论文研究较少。

“工作室模式”与“职业生涯教育”结合研究的高质

量文献数量稀少，还处在理论框架搭建和形成阶段。有

学者提出，工作室教学模式是以职场需求、专业能力为

要求导向，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综合能力培养，

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能量，进而实现学生在校实践学习

与行业岗位需求的“零接轨”，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要

求（杨燕群，2014）。总之，“工作室模式”与“职业生

涯教育”的融合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社会化需求、发展

性需求方面高度契合。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对于职业生涯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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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问题和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较多，但是路径

研究较少。“工作室模式”与“职业生涯教育”结合研

究的高质量文献研究数量稀少，研究意义与研究空间很

大。

二、高校生涯主题工作室的顶层设计

目前高校成立了众多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高校辅导

员工作室是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探索，是

以辅导员为主导，以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由有着共同

志趣与目标的辅导员构成，有目的、有计划、有主题地

开展育人工作的重要平台。辅导员工作室有利于提升辅

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动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

专家化发展，提升高校思政工作的质量，提升育人工作

的质量。高校生涯主题工作室是在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

室的具体功能细分上产生的，针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研究、规划指导专门设立的。

依托工作室模式的高校生涯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新平台，既能实现大学生生涯意

识的觉醒、自我认知的深入、生涯知识的吸收、决策行

动的开展；又能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辅导员队

伍建设的培育目标；同时还能扩大生涯影响力，辐射到

更多生涯困惑者，用发展的积极的视角来正视当下，在

面对各类人生挑战时发挥更大主观能动性。

在高校成立职业生涯方向的专业工作室。整合零散

的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实践，制作系统的生涯教育分享

库，开发适合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求职方向需求

的配套教育资源，搭建成熟的能满足不同需求的生涯教

育平台。

建立“过程性”就业指导体系。将学生的就业指导

前置到从学生入校即开启，注重学生对内挖掘自我、提

升素质能力、对外探索职场的全过程。改变传统的知识

灌输教育方式，真正把学生立为生涯教育的主体，提升

学生的自我生涯负责意识与主动行为。

凸显“生涯”+“教育”，拓展生涯教育的价值认知。

大学生兼具学生与半个社会人的属性，对大学生的生涯

教育需要将生涯理念与教育本质相融合，将生涯教育融

入到教育阶段的活动中。工作室指导老师肩负生涯指导

师与思政教师双重身份，注重生涯活动的特色，凸显教

育的本质要求。

笔者依托工作室模式，以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结构性访谈、个

案研究、定性研究、调查走访、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

创新性地探索高校生涯教育提升的有效路径。

三、高校生涯教育的提升路径

1. 扎实推进构建高校生涯育人新平台

在前一段理论研究和调查分析基础上，逐步构建我

校依托工作室的生涯教育模式，开展包括优化《大学生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程

的授课内容与活动方式；对于有共同需求的学生群体开

展生涯相关主题团辅；一对一咨询解决个人生涯困惑，

私人定制与跟进成长行动；面向人力资源专业部分学生

培养同辈力量；开展简历修改、无领导小组、结构化面

试等多形式面试辅导；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邀请校外生涯领域专家来校开展讲座，指导工

作室运营。结合实践对于依托工作室的高校育人模式进

行修改、完善和补充。

2. 培养一支具备高质量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团队

尝试从理论研究、学科竞赛和专业成长三大方面切

入，为我校培养出一批具备高质量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

师生团队，使本工作室成为全校职业生涯规划领域研究

的重要基地、师生向往的学习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及职

业生涯规划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的摇篮。

3. 推出一本生涯教育学生典型案例集

学生群体虽各有各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个性特

征，但总的来说遇到的生涯困惑可分为几个大类。工作

室拟将典型案例经脱敏处理，对案例进行解析，包括问

题出现背景、解决过程、应对策略等深入剖析，以小见

大，提供思路参考。

4. 培育一个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以科研为抓手，以实现有效咨询和教学为追求，以

调动辅导员工作积极性和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

充分发挥科研促教作用。从生涯教育角度开展多层次多

维度的研究，探索与总结生涯教育的规律，工作室成员

将开展生涯教育专题课题研究，为全校《大学生职业生

涯与发展规划》和《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程教师

提供可操作性、实效性强，并具有推广价值的有效教学

模式。

四、提升高校生涯教育的意义

结合已有实践与外校经验，借助工作室模式，给高

校学生提供针对性、丰富性、过程性的生涯教育；改善

当前生涯教育中“学生参与度低、学习被动”等低效状

态，促进提升学生生涯知识与生涯行动力；改变传统的

生涯授课单一教育模式，推出多元化生涯教育模式，提

升学生生涯教育的获得感；形成高校生涯教育主体——

辅导员——的共同学习体，深化辅导员队伍的抱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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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五、结语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

平，加强职业发展教育和就业指导，加强就业工作队伍

建设，强化就业育人实效。高校生涯主题工作室的建设，

采用生涯教育期待的前期调研与生涯教育收获的后期反

馈相结合的方式，征集学生对于工作室开展生涯教育的

反馈意见，探讨提升生涯教育的价值认知与师生获得感，

从而搭建成熟的依托工作室的生涯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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