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实验研究方案（修订稿）

2014年 9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3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正式拉开帷幕。为了贯彻《实施意见》，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推动高中多样化发展，落实

选择性教育思想，加强对高中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生涯和生活等方面的指导，2015
年 1月，河北省教科所启动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实验研究项目，并下发了《河北省高中
生涯规划教育实验方案》。为了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切实

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原有实验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形成了《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

教育实验研究方案（修订稿）》。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

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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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不再分文理科，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兴趣、价值观选

择学科和专业，“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二[2014]10号）也明确指出“要
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指导”。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将培养创新人才、使每个孩子

接受适合的教育提到国家意志层面。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意味着我国整个基础教育将实施全

面“普及”。普及教育与选拔教育有本质的区别，普及教育表现为所有的高中生毕业之后都

应该具备去社会谋生的能力，其社会化程度要高于选拔教育。在这样的育人导向下办学，

各学校需要改变千校一面现象，积极探索适合学生的教育，拓宽多样化办学思路，坚持因

材施教的原则，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把生涯规划教育与日常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正确引

导学生根据各自的基础和兴趣分层分类发展。高中学段是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也是其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正确引导

下，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需要了解自我，看清自己的特长和短板，唤醒生涯意识，

主要是形成自我认知与职业意识。为今后毕业走向社会择业，或者考大学填报志愿时选择

学校和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学校教育最终是教会学生未来生活所需的技能，实现人人成

才的目标。

二、核心概念界定

1.生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生活，也指生命、人生。
2.生涯规划：简单来说，就是对生涯进行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它通常建立在个体
对自我全面、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需要结合自身发展的一般性特点。

3.生涯规划教育：生涯规划教育是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认知、掌握生涯规划的知识与技能、
进行生涯决策、确立生涯发展目标、寻求最佳生涯发展途径的有计划、专业性的教育活动。

高中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不单纯是对学生个体进行职业预期、职业目标的指导，更应该是

通过正规教育引导学生建立学习知识与未来发展的内在联系，形成对自我发展的清晰认识，

促进自我设计与完善，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898年，美国的杰西•戴维斯就开始在学校教育中探索实施职业咨询。1971年，美国

联邦教育署署长悉德尼•马兰提出了生涯教育，认为生涯教育是全民教育，应是从义务教育



开始，延伸至高等教育及继续教育的整个过程。1974年，美国《生涯教育法案》规定：
“生涯教育课程应面向所有的学生；生涯教育是一种持续性教育，自儿童早期直至中学后

整个人生的历程。”1989年，美国《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规定：“职业指导从小学就
要开始。即从 6岁开始，孩子就要培养职业意识，接受职业发展指导，学会并开始职业规
划，让学生进行与就业有关的 12种能力、六七十项“指标”的训练。”他们的教育理念认
为，生涯教育是围绕着人的发展而进行的正规教育，不同年龄的孩子对生涯规划的认识不

同、能力有别，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很多国家的教育部门也根据不同的学段设计不同的

生涯规划教育的课程，配备专业的指导教师，如幼儿园、小学的课程设计就要教会孩子学

会生存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而中学尤其是高中的生涯规划教育更多的是教会学

生认识自我，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特长，高中生可以有很多机会去企业进行职业学习与体验。

从广义上来讲，我国在公元前 11世纪，“百家宗师”姜子牙提出了“先谋后事者昌，
先事后谋者亡”的经典论述。崇尚谋略和事前规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历来具有重要位置。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研究多是在高等院校进行的职业生涯指导教育。

新世纪以来，国务院、教育部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提到了在高中进行生涯规划教育，新一轮

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将生涯规划教育提到重要地位，这才引起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真

正重视，一些发达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文件，但无论是理论层面的研究还是

实践层面的尝试，基本上还都停留在探索阶段，时不我待，在高中阶段进行生涯规划教育

研究很迫切、很必要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和过程 
1.研究目标
让学生认识到生涯规划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提高自己的生涯规划能力；普通高中

学校拓宽办学思路，实现多样化办学模式；确立特色课程建设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办学中的

主体地位；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树立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实现从“教书匠”到教育行家

的跨越。

2.研究内容
学生角度：激活学生基础教育阶段乃至今后各人生阶段学习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认识

到生涯规划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树立起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和主动发展的信念；逐

步发现、探索、认识自我，客观、全面地认识自我，不断挖掘自我潜能，促进自我的完善

与发展；根据自己的兴趣、禀赋选择所学课程，使自己的学科选择、个性特长、高考志愿

实现最大程度的契合；了解社会发展变化和环境中的有效资源，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需

要相结合，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监控、自我反思和调整，提高生涯管

理与决策能力。

学校角度：拓宽多元办学思路，加强课程的多样化与选择性，为学生多元发展提供更

多选择的课程，努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彰显学校的办学定位；试办合作综合

高中，试行“2+1”模式的新型综合高中教育，探索形成高中教育“立交桥”模式，拓宽高
中毕业生继续学习的通道，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创新特色高

中，总结以外语、艺术（书法、播音主持等）、体育（足球、羽毛球等）、网络等为特色的

高中学校办学经验，进一步开阔特色高中办学思路，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提升特色高中办

学质量。

课程角度：普通高中办学与人才培养多样化的关键在于课程建设，在保证国家课程开

齐开全的基础上，要赋予高中学校更大的课程管理自主权。打破单学科课程壁垒，尝试学

科群的课程建设，完善学科课程体系；扩大校本课程在课程门类和课时中的比例，鼓励开

发更多的特色课程；建立健全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制度，确立特色课程建设在多样化办学中



的主体地位；科学研究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教育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等问题。

教师角度：通过生涯规划教育课程的开设，拓宽教育教学思路，树立全面育人的教育

理念，在教学中渗透对学生人生规划的指导，实现从单学科教学到学科群教学的课程建设

研究；学科分层次教学，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由只关注学生成绩为指导学习关注

学生成长，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阅读专业书籍、参加专

业培训等不同形式的学习进修，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 
3.研究方法
生涯规划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跟进式的行动研究法，除此之外，还采纳诸如文献资

料法、调研分析法、定性定量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等，增加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4.研究过程
本研究拟定研究周期为三年，包括三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2015年 4月至 2016年 8月）规划实施阶段。
写出实验方案，确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成立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作为

研究部署、组织协调和推进落实实验工作的决策机构；创办《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

作简报》，作为及时反映各地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动态、交流经验、专题指导的平台；向全省

教研机构和实验学校下发工作指导意见、实验方案等相关文件通知，部署实验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对实验地区、实验学校进行调研视导、对骨干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各市教研机

构和实验学校在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领导下，研究制定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验方

向和实验方案，进行第一阶段的研究实施。

第二阶段（2016年 9月至 2017年 8月）探索提高阶段。
总结出具有典型性的经验成果，适时推出典型实验学校，召开现场会；推出优秀实验

教研机构、学校、教师；推出优秀生涯规划教育校本课程建设课例；总结出具有一定水准

的理论成果，着手修订编写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地方教材。

第三阶段（2017年 9月至 2018年 8月）深化推广及总结阶段。
伴随着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河北省的实施，拿出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扩大实验

学校规模；拿出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聘请专家学者作报告，组织鉴定；拿出全程总结报

告。形成具有我省特点的高中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建设体系。根据实验推进程度和价值需求，

研制新的实验方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五、组织机构及实验要求

（一）组织机构

成立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其构成为：

组  长：赵清海
副组长：张瑾琳

成  员：郑永信、李丽芳、王秋岩、宋颂、王勤
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教科所高中教育研究室

实验单位：各市教研机构及实验学校

（二）实验要求

1.参与实验的市级教研机构及学校要成立相应的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各市教研室
主任（教科所所长）及实验学校校长要全面负责实验研究工作，以尽快建立起省、市、校

三级研究网络，在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开展工作。实验研究要

纳入单位的工作计划，制定详细的实验规划，认真组织实验，及时总结，圆满完成实验任

务。

2.各级工作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整个实验的组织实施、过程调控、活动开展等工作，包括制
定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验方案，组织学习、培训，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帮助解决实



验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实验者的总结、体会等给予理论上的点拨指导等。

3.实验学校所承担的研究方向由各校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特点和优势拟订，并由省高中
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统一协调后方可确定。

4.实验学校要有良好的课改氛围，乐于承担实验任务。实验教师，要选拔事业心强、知识
功底扎实、有创新意识、教科研能力强的教师，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

5.实验教师最好随班升级，以保持实验的连续性。实验的学生尽量减少流动，保持稳定，
以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可靠。

6.建立比较规范的实验研究档案，包括上级有关文件、通知，实验进展记录，调查与分析
材料等等。实验教师要认真记录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和实验班学生在各种考试、

竞赛、活动中的表现及所取得的成绩，特别要注意积累个案材料。

7.具体工作实施可参见《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实验学校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河北省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第一批实验学校名单

石家庄市：（7所）
石家庄市第一中学、石家庄市正定中学、石家庄市辛集中学、石家庄市第四十九中学、石

家庄市第十一中学、石家庄市无极中学、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

邯郸市：（3所）
邯郸市第一中学、邯郸市第四中学、峰峰矿区春光中学

邢台市：（6所）
邢台市第一中学、邢台市第二中学、邢台市临城中学、邢台市南宫中学、邢台市巨鹿中学、

邢台市内丘县第四中学

保定市：（6所）
保定市第一中学、保定市安国中学、保定市定兴县第三中学、保定市祖冲之中学、涿州市

涿州中学、涿州市第二中学

秦皇岛市：（4所）
秦皇岛市第一中学、秦皇岛市第五中学、秦皇岛市新世纪高中、秦皇岛市昌黎汇文二中

唐山市：（4所）
唐山市第一中学、唐山市开滦第一中学、唐山迁安市第三中学、唐山市丰润区车轴山中学

廊坊市：（2所）
廊坊市第一中学、大厂县大厂回民中学

沧州市：（4所）
沧州市第一中学、沧州市第二中学、沧州市第三中学、沧州市黄骅中学

衡水市：（4所）
衡水市衡水中学、衡水市故城高级中学、衡水第十三中学、衡水市冀州中学

张家口市：（4所）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张家口市宣化区第一中学、张家口市沙城中学、张家口市职教中心

承德市：（4所）
承德市第一中学、河北蒙古族高级中学、承德市第二中学、承德市隆化存瑞中学

定州市：（2所）
定州市定州中学、定州市第二中学

辛集市：（1所）
辛集市第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