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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时我该报考哪个专业

                    ——一个基于教练思维的咨询案例

                      

一  案例背景

张同学是我的学生，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一天早上八点多她

在 qq上给我发信息，说她最近一直纠结于选择专业的事，想找我谈

谈。我们约了九点在谈心室见面。最近高三的学生因为高考志愿的

问题常主动来访，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

2、咨询过程

                      澄清困惑

     张同时平时很爱笑，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今天来时却眉头紧

锁，双肩微缩，看起来挺烦恼的样子。

她说父母希望她考本地的大学，离家近，她挺喜欢这所学校，

但父母希望她考经济学专业或金融专业。但她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

可担心文科专业未来就业较难，无法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

考虑到中国家庭的特点，学生们常常很看重父母的愿望，为澄

清这个问题，我问她：“你说父母希望你考经济学或金融学的专业，

那对于选择专业这件事，你自己有百分之多少的决定权？”

张琦毫不犹豫地回答：“百分之百，虽然父母希望我考这个专

业，但也只是个建议，他们会尊重我最后的决定。但是我现在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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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专业？”

     按惯性我想到的是应该引导张同学进行自我探索，比如探索兴

趣、性格、技能、价值观等方面，也可以运用些测评工具，再引导

她探索外部世界，这些探索完成就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了。但想到教

练技术的原则，对于来访者的尊重，应该做到：人们有权利定义自

己的问题，人们有权利选择什么时候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有权利

选择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有权利把自己的问题解决

到什么程度。

     我问她：“在你上三四节课之前，大概还有一个小时，你希望

我们谈点什么？”

     张同学回答：“老师，最近我觉得自己的脑袋就像一大块浆糊，

为了这个问题问了家人、同学，每个人给我的建议都不同，我更混

乱了。”听她说完我想起一句话，来访者在找你之前，他已经从家人

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我们不需要再重复那些建议了。

   “那今天你希望我们能一起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促使她充分相

信我会和她结成同盟，同时提示她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

   “我希望让自己的脑袋变得清楚点，不要这么混乱。”看来来访

者一开始说的困惑和她当下要解决的困惑是不同的。

   “你觉得混乱是因为想不出考什么专业吗？”

   “老师，其实我最近在考虑选专业的时候，非常后悔，觉得自己

在高一高二的时候不够努力，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以前再努力点

我现在就不用这么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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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几位高三的学生来找我谈心，都提到自己很后悔高一高

二浪费了很多时间，但纠结于过去对学生并无益处，要将焦点转移

到他们的现在。

“是的，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体会，后悔一入学没有抓紧时间学习，

高年级才重新进行时间管理。你现在发现浪费了时间，这样的觉察

很好，现在距离高考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大学还有四年的时间，

相信你有了这样的觉察，未来一定能很好地利用时间。”

张同学听完我的这几句话，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看来她的

纠结情绪很多来源于对不够珍惜时间的后悔。我继续说道：“当然，

回顾高中生活时，我也发现每个阶段都收获了不同的东西，相信你

也是，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你有哪些收获呢？”

她说：“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自学，看了不少书，还有可以用

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知道她一直在学生社团工作，便问及她的收获：“你入学后

不久加入了新闻社，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是很难得的，是什么让你

坚持下来？”

    “我一直在采编部工作，宣传工作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

做这些事觉得自己很有活力，可以写出自己的东西。另外，社团的

同学都很有才华，可以和这么多不同学院的同学一起探索问题，书

写文字，感觉非常好。”说到这些张同学又恢复了她一直以来的神采

飞扬的表情。

   “嗯，在学生工作上你也有很大的收获。这些经历对你选专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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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帮助吗？”

   “希望将来能做一些有创意的工作，20多岁能结识志同道合又

一起打拼的同伴，辛苦一些也无所谓。但真正能找到合适又喜欢的

工作真的很靠机缘。”

                        探索目标

   “哦，其实你心里还是有不少想法的，不如我们先跳过选专业的

事，再往远处想，站得高看得更远，想象下未来可能可以让人更清

楚现在。我们需要先让自己放松，在放松状态下人可以更自由地想

象。”我引导她以舒服的姿势坐好，告诉她：“你可以闭上眼睛，放

松下。”因为我曾多次引导自己的学生做个体放松或团体放松，张同

学很自然地在我的引导下放松下来。

我问她：“假如你已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找到了喜欢的职业，

并且越做越好，达到了你理想的样子，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画

面能给我描绘一下吗？”

  “我觉得那时我应该经常奔忙在各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会是什么工作呢？”

  “类似媒体人的工作吧？”

  “那个时候你穿着什么衣服呢？”

  “整齐美观，但又比较好运动的衣服。”

  “假如未来完成了你的愿景，你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个陌生

人问你是做什么的？你会怎么答复？”

   “我会给他一张名片，告诉他我是某某媒体的主编，或许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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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张同学说出这句话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哦，是主编。世界上可选择的职业那么多，为什么选择主编呢？

”

“因为我觉得主编的工作很有创造性，而且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

动态，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宽广。还能和自己喜欢的作家合作、能接

触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那实在太幸福了……”

    在张同学的描述中，她对自己明确了未来的职业方向激动不已，

我想她并不是今天才有这样的愿望，只是没有被明确的发现。

“好的，那如果你未来要成为主编，你觉得现在要做出什么样的

努力呢？”

“老师，我明白了，我要选择一个有利于成为主编的专业。”

张同学三四节还有课，我们约了改日再谈，虽然今天未解决她

决策专业的问题，但看到了她舒展开的眉头，可以感受到她轻松了

很多，因为她已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促进行动

    第二次会谈，张同学如约而至，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问她：

“今天我们谈些什么？”

“老师，我想谈下该考什么专业的大学。这几天我考虑了下，如

果以后我要当主编，很多专业都可以选择，文学、新闻，这些是比

较对口的，但经济金融也可以，可以做财经类杂志的主编。我现在

不太确定应该要选择怎么样的专业。”

  “你为这个决定做过哪些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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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过一些大学的招生网站，知道了一些专业的招生情况和培养

情况。”

  “是的，寻找学校和专业肯定要尽可能地收集相关信息，这样才

能帮助我们做判断，你觉得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先去图书馆查找新闻和金融等方面的书，看看自己对这些

内容是否真的有兴趣，能不能读得下去。”

    为了促使她将这件事确实落地，我问她“这件事什么时候可以

开始做呢？”

“额，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

“好的，还有吗？”

“查找目标学校的资料。”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

“周二晚上。”

“还有吗？”

“联系目标学校的学长学姐，获取相关资料。”

 “那你觉得多久可以完成以上这些事呢？”

“两周左右。”

 “如果 15天之后，你通过搜索资料，得出了决策的结果，那

就按照你选择好的专业开始准备，如果搜索完资料仍然没有答案，

那我们再约谈。”

三、案例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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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中，我的感受是，第一，促进来访者找到或设立自己

的目标。有些人是有理想有目标的，但不清晰，或没有正面思考过

这个问题。张同学就属于这一类，她对自己的兴趣技能等是有了解

的，在探索愿景后很快找到了未来的职业方向。而对于一直不知道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的人，需要引导他们切实做自我探索，比如在技

能、性格、兴趣与价值观等多方面进行探索，从而使他们对自己的

认识清晰而真实。当学生们对自己的现实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他

们对自己的追求就能有较为清晰的把握了。我们还需要与他们一起

审视下目标是否具有可实现性，张同学的目标是未来成为主编，这

个目标对她来说是合理的。另外，当学生咨询高考问题时，我们要

意识到从生涯规划来看，高考并不是最终目标，只是一个阶段性目

标，要引导学生看得更远些。

    第二，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并让行动落地。在第二次咨询中，

张同学提出要思考考什么专业的问题，这是在她有了职业目标之后

的决策问题，缺少的是对高考信息的了解。为这个目标收集信息是

非常重要的内容，信息收集完备后对考什么专业将更明了。但很多

学生习惯于停留在思考中，“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着革命蓝图。

”要促使学生的行动落地尤为重要，设立时间界限，寻找动力，加

强她的自我监督，将促使她去行动。

    当来访者真正发自内心树立自己的目标，并为目标开始采取行

动时，他们的困惑也就烟消云散了。当我即将结束这篇案例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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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收到了她提前发来的邮件，她通过信息的收集与自己的思考，

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选择的考研专业了。

 第三，关于咨询方式的选择，本案例是参照教练的思路。教练

是一种激发个人潜能并使个人获得最大成就的技术。它帮助人们学

习和成长，而不是把什么东西教授人们。教练的四大信念是：

People  is  OK；人们已具备他们需要的所有资源；每个行为背后

都有积极的意义；人们有能力做出改变。基于以上信念，我首先做

的是相信学生，相信他们是 OK的，有资源有能力的，即便他们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内心依然充满力量。同时提醒自己在咨询过程

中始终保持认真地倾听，倾听事实，倾听感受，倾听期待。而不同

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需要因材施教，充分尊重他们。这也对作为

辅导员和职业指导师的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未来的学习与

工作中坚持不懈地学习，促进自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