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4 期） 

 1304 

教育科研 

发展核心素养视角下中学生涯教育的教育功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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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宁省开原市高级中学  辽宁开原  112300；2 辽宁省开原市里仁学校  辽宁开原  112300） 

 
摘要：2019 年，教育界最火的词语莫过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谓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教育部正式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共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以及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

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 18 个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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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更加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

展，它指出，学生不能只躲在“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还要对内充分地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对外了解社会发展趋势与国家的人才需求，
能够将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国家需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
生涯教育在中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1 生涯教育概念的界定 
最早将生涯教育（careeredu-cation）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教

育政策是在 1971 年 1 月 23 日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马兰德发表的
第一篇有关生涯教育的演讲中，自此，生涯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如
火如荼，并渐渐走向全球。生涯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哲学，将生
涯的概念统合在学习的历程中，内容包括生涯认识、生涯探索、
价值澄清、决策技术、生涯定向及生涯准备等。中学生涯教育是
指在中学阶段开展的生涯教育，包括自我探索（兴趣、能力、价
值观、个性）、外部探索（职业、大学、家庭）以及能力培养（自
我控制、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三方面的内容，目的
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社会，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理想、
对未来的规划与当下的学习与生活相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自主性和意志力，让学生过有目标的校园生活。 

2 中学开展生涯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14 年 9 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实施意见》，随后，浙江省和上海市的试点方案及高考改革方
案出炉。高考改革方案能“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
但对学生的选择能力是个重大考验。而生涯教育被认为是培养学
生选择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以往默默无闻的生涯
规划教育瞬间站上了教育改革的前台。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早已提出，中学阶段教
育要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
多方面指导。生涯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
动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只是中学学校在高
考压力下，无心或无力顾及生涯教育。为使中学学校生涯教育能
够真正落到实处，就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国家关于中学教育改革
的指导性文件，使全体师生、家长、社会都认识到在中学开展生
涯发展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学校可以通过邀请专家进行高考
改革政策解读、集体学习教育改革文件、外出参观学习等方式准
确把握文件精神，增强开展生涯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生涯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助于夯实文化基础 
3.1 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随着学生的不断升学，学业难度和压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

学生并不是不想学，而是不能学，学业的挫败感让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降低，从而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中学的生涯教育以
体验式学习为主，让学生在职业模拟和社会实践中获得成就感，
学会反思，提升观察自我的能力，不断巩固自信，从而全面提升
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在学习中体验到努力的动力。 

3.2 帮助学生正视自己的学习现状 
生涯教育引导学生不断对内进行自我探索，包括兴趣、能力、

价值观、个性等，对外进行对家庭资源、社会资源等的了解，多
方位地认识自己、评估自己。更多客观和科学的工具的引入，让
学生感到新鲜而有价值，从而引发更多的自我思考，正视自己的

学习现状，多方位地发展自我，获得个人成长，从而恢复信心和
学习动力。 

3.3 巩固学生的目标意识 
现在很多学生的学业成绩不好并不在于智力因素，而是在于

无法将现在所进行的学习很好地与未来发展相结合。生涯教育能
够引导学生发掘职业兴趣，树立职业理想，从理想反推到现实的
学习生活，从而增加学生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而且，有意识地发
展学生在某一领域的兴趣可以增进学生的成功体验，让目标与现
实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的动力。 

3.4 增强学生的成就动机 
根据成就动机目标理论，学生的学习动机不仅表现为求知进

取等内在动机，还表现在其他领域的动机也会影响其学习动力，
比如表现动机、社会动机。学习教育的反馈非常局限，只能看到
量化的分数和排名，即表现动机。而生涯教育能够将学生的学习
目标由表现目标引导至社会目标。提高学生社会取向的学习动
机，有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性的培养。 

4 生涯教育促进积极心理品质形成，提升自主参与的意识与
能力 

人们对生涯发展这一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仅限于人与职业
的简单计划到关注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形成和人格成长成熟，以及
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动态平衡的机制。生涯发展作为体现人的
主动性、创造性的动态过程，已经成为积极成熟的心理品质形成
的载体与依托。同时，积极的心理品质也是个体进行适合的生涯
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基础与保证。 

4.1 帮助学生探索和发展自身潜能 
我国心理学学者俞国良认为，生涯教育的目标就是促使学生

充分和完整地发展自身的潜能，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
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社会、道德、精神、伦
理、创造力等各方面的发展。生涯教育不断提供机会让学生进行
自我探索，通过体验、思考、感悟、实践等形式，充分了解并发
展自身的能力，更好地适应环境，平衡自身需求与环境要求。 

4.2 健全学生自我成长的调节机制 
如今社会飞速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因素越来越多，生活和职场都充满了变数。这就要求个人适应环
境和应对变化的自我调节能力不断增强。生涯教育帮助学生清醒
地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涯发展不仅包含个人控制的部分，例如计
划、策略以及积极行动等，还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信
息不对称、难以预测的变化等。通过培养学生辩证、开放的思维
方式，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让他们可以积极应对现实生活中的
各种不确定性，从而形成稳定和积极的心理品质。 

4.3 引导学生不断地进行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积极心理品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它是指充分利

用和开发天赋、才干和潜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到自己力所能
及的高度，体验人生的幸福与成功。生涯教育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独特之处，并且鼓励学生不断地探究自身的独特天赋，尝试将其
与现实需求相结合，不断调动自身能力，全面展示自己的才能，
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 

结语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中学生涯教育正是这星星之

火，帮助学生点燃人生梦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
之路中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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