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规划，学科渗透是重要途径
新高考的“选考”制度设计，使得高考考试科目和学生的人格、兴趣、爱好以及职业

偏好等的结合有了可能，这在制度上保证了普通高中、家长必须重视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或指导。

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或指导工作，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经开始进行，

有一系列相对成熟完善的计划和配套措施。美国有一个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该委员

会早在 1989年就组织制定并发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提倡职业生涯

规划教育要从 6岁开始，他们把所有的人群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小学，第二类是初中，第

三类是高中，第四类是 18岁以后，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职业生涯分工。规划要求孩子学

会对自己的兴趣、专长、特点、能力等进行“自我认识”；要进行“教育与职业关系的探

索”，研究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获得和使用、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工作与

社会的关系等；要学习职业决策和进行“职业规划”。加拿大的职业生涯教育重点放在中

学阶段。加拿大也是从小就开始注重培养孩子的职业观念，在小学阶段，学校会安排不同

的“职业日”，邀请学生家长或社会人士到学校作职业介绍，但深入的职业生涯教育还是

放在中学阶段。中学阶段一直开设职业规划课程，分阶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职业指导，

有相关的网站让学生参加网上测试和学习，了解自己和相关职业。加拿大所有中学均开设

丰富的选修课，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要进行自主选课。加拿大所有中学都设有专职的学习顾

问，一般按年级配备，负责为学生在读期间的各种选择、困惑提供咨询帮助，其中就包括

升学就业、职业选择等方面问题。而学科渗透是各国都会采取的有效措施。

我国尚缺乏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那样的关于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或指导的相对成

熟完善的计划和配套措施，更缺乏一种重视职业教育的文化环境。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现

实条件下，选择通过高考这个实际“指挥棒”来倒逼、推动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

实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指导，是一次比较务实的改革尝试。那么我国普通高中的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或指导工作到底如何做才能更有效呢？

推动实施普通高中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或指导工作，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会选

择直接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让学校有关任课教师或专任教师执教；有的会借助外部资

源，请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来给高中生开设讲座，或者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职业体

验活动。如今浙江省的很多高中也开设了多种类型的选修课，比如园艺、烹饪、设计、木

工、电子等，与学生将来的职业选择有密切关系。这些措施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高中生

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但是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一点，即学科教学（渗透）也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指

导的重要途径，甚至更为重要。目前普通高中进行的仍是分科教学，学校、社会也都把注

意力放在分科教学上，因此若能很好利用，在学科教学中贯穿、渗透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势必能产生更大效果。每门学科课程都是一个知识的窗口，向社会打开的窗口，学生

可以通过具体学科了解各种知识领域，了解知识和社会的关联，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知识领

域和将来从事工作感兴趣的方向。同时要求学科教师在教学中经常有意识地寻找一些知识



点、单元，或者设计一些活动作业，向学生打开学科知识的窗户，让学生自由探究寻找自

己所需要的知识，建立知识和社会的联系，进而建立知识和将来职业生活的联系。这些知

识点或单元有不少需要每一个学科教师精心设计，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在

知识学习和探索中逐渐了解、明确自己将来的职业方向。比如现在汽车产业发展是个热点

问题，化学教师可以在讲能源的时候，让学生结合化学反应原理研究各种能源的利弊，选

择什么样的新能源更好；物理教师在讲运动的时候，让学生结合物理公式研究汽车动力原

理，设计什么样的汽车更能够减少阻力；数学教师可以在讲统计的时候，让学生结合统计

学知识研究周围人们对汽车类型、颜色、价格等的喜好，以及与购买人的学历、收入、社

会阶层等有什么相关性；思想政治教师在讲经济的时候，可以讲汽车进出口贸易和销售，

讲汽车关税，汽车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让学生去探索汽车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贸易顺差逆差

等问题，让学生设计汽车销售方案等。这样的学科渗透教学，并不是在每节课、每个单元

上都进行，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可以在某些点上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

逐渐了解自己的职业偏好所需要的相关知识，明确现在的知识学习和将来职业生活的密切

联系，主动着力于高考考试相关科目，为将来高考志愿填报，进而选择未来职业、专业提

供更多可能。如此，学生自主选择的动力变强，自主学习的意识变强，学生学习就不会那

么累，教师教的也不会那么累，新高考改革的根本目标也就达到了。

　　通过学科渗透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和指导，其效果是潜移默化的，但是一旦产生效果，

那对学生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因为我们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和发现自己，帮助他们发展了

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其实也是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使命所在。通过学科渗透进行生

涯规划教育和指导，对学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也从更高层次上解放了他们，使

得他们有可能、也不得不花更多时间把学科教学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个性发展结合起来，

其自身的专业素养也必然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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