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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生涯规划与高考选科浅谈
周宇光

辽宁省阜新市高级中学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　要：新高考改革将考试科目设置为“3+1+2”或者“3+3”模式，附加学业水平测试、高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作为相关
依据来评定最终结果，意味着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化发展的关注度已渐提高。高中阶段是学生明确自身个性特征，开始思考

人生道路的关键时期，良好的生涯意识的培养将影响到高中生的方方面面。在高中阶段开展好生涯规划教育，培养学生自主

生涯意识，是完成中学教育任务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本文对高中生生涯规划与高考选科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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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必要性
时代的进步，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很多传统的产业和

职业。职业变化流动性大，面对新时代不断更迭的挑战性和
未知性，高中生更应该提前了解社会行业和自身特点，具有
良好的心理耐受力和应变规划能力。如果能够在高中阶段就
对职业进行提前规划和模拟体验感受，那么将有助于促进他
们的个人发展。同时，他们提早进行职业规划，也将提前锁
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自我，完善
自我，激发自己的潜能，缩短职场与现实中自身能力的差距，
也就能有效规避职场风险，提高自己的职业竟争力。

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现状
调查研究表明，不少学生对高校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了

解不够，只有极少部分学生能够根据选考要求、自身兴趣、
学习情况，结合自己未来所报专业，理性选择出适合自己的
科目。而大部分学生由于缺乏职业生涯规划，对选择什么科
目，什么科目将来能报考什么专业缺乏基本了解，更多地根
据自身的成绩、科目的热门程度和难易程度进行选择，选科
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这样一来，导致学生真
正喜欢的科目并不一定会成为他们最终的选择，这与新高考
及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明显冲突。学生这种追求高分数及热门
专业，盲目跟风选科的现象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

三、高中生生涯规划与高考选科指导路径
（一）激友字生的人生规划意识

在人生规划教育的过程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唤醒
并激活学生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的人生未来。学校要开展
设计一些跟职业生涯规划有关的活动，引导学生进行“人生
规划设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设计自己的人生目标，
把自己的短期计划和长远人生规划联系起来。尽早确立自己
的发展方向和人生目标，培养他们认识自我、设计自我、评
估自我的能力。
（二）开展多样化的职业体验活动

学校对高中生涯课程的重视不能只停留在对知识进行更
深刻的讲解和传授上。要真正提高该课程的有效性，学校就
要通过实践来加以认证，即开展尽可能多的职业体验活动来
加强学生对不同职业的理解。学校可与周边企业、公司进行
合作，让学生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进行职业体验，或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主题班会增强学生的职业体验。学
生在活动中可自行进行合理的岗位分配，各司其职但又为共
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既能给予学生充分思考、发散思维的时
间，又能让学生切实体验到不同工作的魅力，从而认真地考

虑自己以后想要从事的职业，逐渐培养生涯规划意识。
（三）做好充分的选科指导

如前所述，多数学生对自身认知不够全面，对未来从事
的职业缺乏规划，对高校专业设置不够了解，在选科过程中
出现了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对此，建议普通高中做好充分
的选科指导，聘请专业教师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引导学
生对未来职业进行规划；也可以与本地高校建立联系和合作，
定期邀请大学教师或毕业于本校的大学生来校开设相关专业
介绍的讲座；还可以组织学生到高校参观，直观了解高校专
业设置，提高专业认知，减少学生选科的盲目性。建议学校
积极探索建立导师责任制，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
状况，适时地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选科指导，引导学生选择
志趣相投的课程。尤其是针对成绩水平较低的学生对高考政
策和选考要求了解不够，建议学校在选科过程中对他们进行
重点指导。此外，由于多数学生家长对高考政策缺少比较深
入的了解，建议学校加强“家校合作”，适时召开家长会或通
过网络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与交流，协助家长做好学生的选
科指导。
（四）整合多方资源，创设职业指导的平台

要想真正地做好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单靠学校和个人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多方的合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配合
和支持。学校可以利用各种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生涯教
育。如，设立“职业日”，邀请学生家长、社会人士、高校老
师等高学校作职业介绍；开设丰富的选修课，如烹饪、缝纫、
电子设计等，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培养自己的专长。同时，政府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和
规章制度，搭建平台，鼓励当地优秀企业与学校合作，为学
生创造社会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四、结语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高中生只有提前做好自己的职业

生涯规划，谨慎选科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同时，学
校以及老师要结合学生们的兴趣爱好、能力以及其他特点来
综合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完善教学课程体系，
从而使得学生们更好地确定职业理想和实现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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