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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陈  昀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室  福建厦门  361003） 

 
摘要：职业规划，即人们对自身未来想从事的工作领域、发展方向等，

制定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这对于学生的发展与求

职，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因而，中职学校应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

系的建设力度、建设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体系，帮助中

职学生获得更优质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他们未来能更好的融入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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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基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

被加剧。同时，市场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标准，也不断在提高。基
于此，导致在学历上本就不具备任何优势的中职生，未来就业情
况堪忧。因此，相关人员应不断完善教学理念，并能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针对当前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的问题形成正确
的认知，并能制定科学的解决对策，帮助他们制定优质的职业前
景发展规划。 

一、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够系统 
当前大部分中职学校的职业指导部门，对中职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的认知极为狭隘。他们认为其主要教育功能，就是就业
指导。更注重于向学生传达就业形势与就业政策、发布就业信息
等，并向学生传授相应的面试技巧、求职技巧等较为浅层的服务。
而缺乏在更深层面上对其进行指导，如职业意识、职业理想的培
养，以及职业潜能的挖掘等。 

（二）组织体系不够完善 
针对于中职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更多情况下是在校园课

堂上完成的，导致学生实践应用能力较低。同时教育手段与就业
指导方式等，也过于简单、单一，通常是以开设职业指导教学课
程、就业前面试指导等为主的教育方式。几乎极少会应用到能够
展现中职学生自主的进行职业咨询、企业实习等更具有实用性的
手段。 

二、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问题有效解决对策 
（一）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系的建设力度 
针对于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若想获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当前首要任务应积极构建更具有系统性的课程体系。科学、
完善的教学课程，是学校完成预期理想教学目标的前提条件。基
于此，中职学校应对《中职生职业生涯规划》这一教材进行深入
研究，并挖掘更多层次的教学内容，制定更明确的教学目标。同
时，以此为方向，制定更具有针对性且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方案，
并将更加专业的就业指导课程融入其中。具体操作可通过以下途
径获得实现。其一，创建完善的课程内容。中职学校，应严格遵
循国家教育部门同意设定的教育目标、课程标准、课程教学内容
等，从而从理论上形成较为完备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体系。
其二，建立更多元的教学形式。教师在向中职生传授相关教学内
容过程中，需借助更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确保学生能最大化理
解、吸收与应用职业规划教育课程内容，从而帮助他们能根本上
完成个人前景发展规划的制定。但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具有
较大的差异化，且学习需求，未来发展方向不尽相同。因此，教
师应本着以学生实际情况为中心，全方位考虑学生的学习动机
等，并制定更丰富的教学手段。其三，制定高质量的教材讲义。
中职学校相关人员，应重视教材的建设与完善工作，并能结合基
础教材与社会实际发展趋势，编制出更高质量、更具有实用价值
的教材讲义。例如，中职学校可与企业进行深入合作。并能借鉴
与研究企业中实际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开发出新的教学课
程。将企业最新的生涯规划成果、管理理念等巧妙的融入到中职
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体系中，为学生提供更前沿、更实用的
职业生涯规划知识。 

（二）建设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体系 

中职学校除应建立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外，还应积极建设更
加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体系。 

首先，创建以中职学校、人才市场、相关企业三位一体的合
作平台。在这一过程中，需大力融入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力
量，并能获得一定的政策优惠与政策支持等。同时，借助社会资
源，创建第三方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公司。但要以非盈利手段，去
与不用领域、不同公司的人们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以提供咨询
服务与就业指导的形式，去与更多的人建立连接。这样，可鼓励
在校中职生去充当指导员的角色，实际的进入到真实的工作氛围
中，去具有应用理论知识。在实习工作过程中，不仅可检验他们
的学习效果，还可启发他们自己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明确自身未
来行业发展方向。 

其次，对完成学业进入社会求职的中职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与
就业分析。中职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重新认知教学总流程。打
破传统思维观念下，学生完成学业即被视为完成教学工作的狭隘
思想。应对毕业生就业现状、求职情况等，进行详细的跟踪与探
访。针对那些就业效果不佳的学生，应帮助他们进行深入分析，
并对其给予一定的指导。同时，针对于做好已就业学生的跟踪调
查与后续服务，将已毕业学生的校友经验与意见、企业雇主的建
议反馈给学校领导。并为中职学校未来制定招生规划、建设课程
体系等，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结语： 
总之，中职学校相关负责人，应客观看待当前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教学内容不够系统、组织体系不够完善等
问题。并由此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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