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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对高校音乐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思考 
◆吴思雨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1） 

 
摘要：对大学生而言，职业生涯规划是其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选择，同

时也是其自身不断发函不断完善的有利保障。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音

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就高校所组织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意
义及实践措施展开探析，旨在通过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为今后音乐专

业大学生的长足发展提供积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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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就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其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选择
较为丰富，例如音乐教育、广播、传媒等行业。但是对于大多数
的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而言，音乐教育仍是其最为理想的职业选
择。故本文所阐述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主要以音乐教育为主。对于
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其自身的情感丰富且有着较强的革新。如
何有效的从学生身份过渡到职业生涯中，也是值得所有教师关注
的问题。 

一、组织职业规划的意义 
1.1、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实际上职业规划工作的开展过程，也是学生更好的认识自己

的过程。经过自我的规划与认知，有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
而这也与素质教育的本质不谋而合。众所周知，每一位学生的专
业能力及专业素质都有所差异。所以在职业规划的过程中注重对
学生的引导，助力学生更好的认知自己，明确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继而树立长远与短期的发展目标，这无疑也是学生今后职业生涯
的有利前提。相比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音乐专业的学生显然多了
一丝独特的气质。这份气质赋予了他们幻想、感性以及敏感的特
征。这也要求我们在职业规划工作的开展中，需尊重每一位学生
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就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质予以关注和挖掘，
继而助力学生今后更为美好的发展。 

1.2、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亦如上文所示，音乐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通常会选择考虑音乐

教育领域作为自身的发展方向。而通过职业生涯的规划教育，也
有助于学生加强对自己的精准定位，不断确立适合自身的职业发
展道路。帮助学生明确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前景及相关事宜，引
导学生做好职业准备，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结构的完善与升级。最
后通过行之有效的职业规划也有助于学生更好更快的适应这个
社会，继而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音乐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要内容 
2.1、职业自我意识 
顾名思义职业的自我意识便是如何正确认知自身与职业之

间的关系。其主要包含有三个层面：自我评价、对职业匹配性的
评价以及自信心。通过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职业发展的进一步了
解，可以就职业与自我的匹配度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以基础音
乐教育为例其所需要匹配的学生为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及教学能
力素质的人才，不同的音乐教育领域所需求的人才特质也会存在
差异。尽管不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适应音乐教育的需求，但
是结合音乐教育的职业倾向来就学生进行引导，也不失为学生发
展的重要保障。 

2.2、职业生涯认知 
职业生涯包含有职业生涯价值观、规划意思以及理念等。其

作为一个个体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具体认知，也是当下职业规划
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 

很多音乐专业的学生认为如果今后从事于基础的音乐教学
工作，那么现在的音乐专业技能学习便失去了意义。实际上，很
多的学生也并没有将基础的音乐教学作为其自身的职业生涯的
最佳选择。实际上这种想法也是存在错误的，为此在职业生涯规
划工作的开展中，需结合学生的教学实际，就职业发展与学生的
个人需求进行有效的融合。 

2.3、职业生涯认知 
就笔者所了解的音乐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而言，从属

于音乐基础教育的比例仍旧是高居不下。所以结合学生的自身情
况，同时结合职业指导老师以及专业课导师的意见后进行适合学
生自身的大学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及具体的措施情况意义重大。在
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后，也需结合实际进行逐层的分级，将自己的
职业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易于完成且不断升级的小目标。以一一落
实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蓝图，在职业生涯
规划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因素也会随之变化。所以为了确保职业生
涯规划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学生自身也需加强与教师的联系，就
所规划的内容进行及时的评估与检查，从多角度中就自身的职业
生涯规划进行反馈与评估。 

三、高校音乐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实施的思考 
3.1、全程化、个性化的教育模式 
当下高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通常是以讲座的形式开展的，

且受众多为毕业班的学生。实际上科学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应结合专业的实际特点，从入学阶段便开始引导学生进行不断的
培养。例如选修课程、专家讲座、专业机构指导等方式的融入，
不断提升学生的相关意识与能力。同时随着学生年级的变化，也
应设置一套与教育相匹配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模式，让学生从入
学到毕业都能够获得理想高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3.2、在教学中渗透职业生涯的规划教育 
相比于其他的专业教学，音乐专业的学习不仅包含演唱、演

奏、指挥等专业知识，还囊括了大量的专业音乐知识。所以对于
学生而言，为了满足今后的职业发展需求，其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不可谓不丰富。而为了满足学生未来对于职业规划的要求，也应
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职业生涯的规划教育。结合音乐专业的自身
特点以及现代教育的实际要求，充分挖掘课程本身与职业发展之
间的密切联系。而这样教学工作的开展无疑也是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的重要组成。 

3.3、专业课导师参与 
对于音乐专业的部分专业课教学而言，也具有其一定的特殊

性。例如钢琴、声乐等课程的教学都是采用小班教学的方式开展
的。这样的教学过程较为稳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学生的学
习效果。同样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专业课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
也是毋庸置疑的。充分发挥专业课导师在学生职业规划中的作
用，必要时也可将职业规划与专业课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这样
的教学方式相比于单纯的说教显然更具影响力。 

3.4、注重职业技能的训练与培养 
作为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学生职业技能的训练与实践

同样至关重要。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的过程中，也更倾向于职业
技能更优秀的学生。所以对于即将毕业的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
加强自身职业技能的培养也至关重要。为此学生应在老师的引导
下积极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锻炼与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职业技能。 

结语：对于社会以及学生个人的发展而言，行之有效的职业
规划至关重要。当下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学生对于职业
生涯的规划认知都存在有很多的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如
何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规划，继而助力其今后的人生发展，
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此为基础，就音乐专业学
生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及相关的优化内容展开探析，旨在通过相关
研究工作的开展，为音乐专业学生的今后发展提供积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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