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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普通高中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意志，形

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初步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职业意识、创

业精神和人生规划能力”。因此，如何帮助高中学生实行人生规划教育，就是高

中班主任面临的新任务。

高中生的人生规划对于高中学生来说，主要作用是帮助他们思考自己的未

来，例如：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我究竟该往何处去等，

让他们有机会想象“未来的我”，让他们通过了解社会上的不同职业，在自我了

解和熟悉职业的前提下，探索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此外，高中生人生规划关

注的焦点并不仅仅是帮助高中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文理科及填报合适的高考志

愿，而是更加关注个体对自我的了解，个体的潜能得以最大的开发。

面对着每年全国众多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现实，如今的学习是为了什么? 

未来将从事什么职业? 对于人生观、价值观已初步形成， 同时又面临人生第一

个分水岭的高中生来说，应该尽早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根据如今的高考制度，

高三的学生基本就需要为他的未来选择专业， 其实也相当于正式进行人生规划。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专业选择， 高三学生们往往无所适从， 只能由老师或

家长代劳，最终受损的其实是孩子的职业生涯。许多事实都表明，一个人事业

的成功，并不一定是他的能力有多高，机遇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

业有明确的规划，并能按照自己的规划脚踏实地去实现它。因此，及早地把人

生规划纳人到中学教育的各个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培养高中学生的职业规划

的能力，是满足高中生身心发展特点的需要和实现高中生自我价值的关键。

1、总体目标的确立：

高一阶段目标为了解自我，着眼于发掘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兴趣；高二阶段

目标为了解现实，着眼于让学生面对现实，了解社会需要和自我能力之间的关

系；高三阶段目标为自我和现实匹配，着眼于让自我需要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

2、具体策略

（1）创建氛围，激发学生规划意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唤醒并激活学生的自我意识，

通过对学生“自我人生规划设计”的引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心理导向，尽

早确立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在未来学习中的清晰方向；通过一系列

学生自主参与进行的活动设计，使学生自觉地将自己在中学阶段的学习目标与

个人的长远人生规划联系起来，最高效率地完成中学阶段的自我培养计划。同

时培养学生认识自我，调控自我、评估自我的能力。

（2）基础调查，分析学生初始情况

为了了解学生的基础情况，可以进行问卷调查，设计个人素质自评表，让

班级学生填写，然后请学生根据自评的结果，做自我现状分析与评估。在学生

自我分析的基础上，对全体学生情况进行分析，一般从高三学生专业选择中的

误区，现实中的失衡心理、迷茫痛苦现象，学生学习、成长的压力，学习动机

问题等方面加以分析，这样分析的目的是以此为依据进行初步的自我评价，使

学生认识到自己与理想目标的距离。

（3）创设情境，提高学生兴趣

面对高三阶段的学生，靠传统的讲授方式，让他们弄清人生规划，也许是

困难的。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在规划设计、实施的各个环节可以设计一些对

他们规划的实施有帮助且趣味性强的活动。例如：

活动类型

 

生涯规划系列主题班会、人生规划研究性学习及访谈、 “我的专业、

我的大学”介绍会、进入大学的学长座谈会

 

活动性质趣味性、启迪性、灵活性

活动原则学生心理需要、符合学生心理特质、针对性、实效性

（4）班内交流，设计规划表格，跟踪管理，

通过班级主题班会，每个同学对自身问题解决情况及效果分析进行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自我检测，对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正，制定高中三年的规划。要

引导学生集体设计一个大家通用的自我发展规划量表，并且实行分阶段定期填

写和不断跟踪、自我检测的制度，以确保规划的实施与及时修正。原则上说，

规划的内容越具体越好，分步环节越清晰越好，涉及范围越全面越好。目标学



习能力体现为以下四方面要求：一是会自己确立学习的目标体系，具有目标意

识；二是善于选择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三是善于在对目标检测的基础上采

取学习上的调控措施；四是善于总结自己达到目标的成功手段。如能根据上述

四个方面制订自己学习目标体系，并进行目标管理和达成目标操作，就不仅能

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性，增强目标学习能力，而且能大大提高实现目标的成功

高中三年,正是高中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期的一个关

键阶段，对未来的向往、憧憬最丰富，当然，他们的观点也最摇摆，最易调整、

变幻，此时，作为班主任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指导航向，进行良好的引导,便会让

他们对未来的人生不仅有正确的规划，全面地看待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更早地

养成自我教育、自我设计的理念，一定会使他们更加全面健康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