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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加深，大学生就业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如何引导在校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是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所要解决的主要任

务。高等学校应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教学内容体系、加强本土化理论体系构建、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加强教材体系建设、构建良好的工作运行体系等措施，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大学生职

业生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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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面向大学生开展的

职业生涯发展指导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第二阶段为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第一阶段高校对大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的指导对象主要针对应届毕业生，指

导内容主要为求职技巧和择业技能指导；第二阶

段高校开始将指导对象指向所有在校大学生，倡

导职 业 生 涯 发 展 指 导 的 全 过 程、分 阶 段、可 持 续

性。大学生就业体制改革是发生这一阶段性更替

的深层次原因。在第一阶段，大学生就业主要采

取的是国家统包统分的计划经济模式，职业指导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届毕业生尽快进入职业人状

态，主要强调的是职业人意识的培养。在第二阶

段，“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生就业模式使得

用人单位与应届毕业生的自主选择权松绑，但同

时也出现 了 应 届 大 学 生 职 业 采 择 困 难 加 大 的 趋

势，毕业生签约概率也明显缩水，这一因素与就业

市场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

应届大学生就业能力和发展倾向的两极化特征越

来越明显。因此，在第二阶段，如何减缓两极化倾

向，引导职业选择能力强的学生“好就业、就好业、
就业好”，帮助职业选择能力弱的学生“能就业、可

就业、乐就业”，是第二阶段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指导的终极目的。以上职业指导模式的变革带来

了高校职业指导课程体系的变革。本研究拟探究

在新的职业指导模式下的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课

程体系的建设问题。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为基础，通过文 献 研 究

和定性分析，探讨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课程体系

建设的基本思路。
定量研究部分主要采取问卷法，回收 问 卷 统

计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进 行 分 析。定 量 研 究 问 卷 包

括三个部分，即：面向各年级大学生问卷、职业指

导课 任 课 教 师 问 卷、面 向 应 届 毕 业 班 学 生 问 卷。
三部分问卷通过互联网形式联系答题者，问卷作

答和数据获得也通过互联网形式。采集数据来源

于石家庄铁道大学、燕山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职

业技术学院、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河北

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沧州学院等１４所国内高

等院校。三部分问卷共回收有效数据为１　５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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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份、９００份，达到预期的统计数据最低限，整个

数据采集达一年之久。
定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研究分析了 大 量 文

献材料，尤其是最近５年来国内相关主题研究，通
过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就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课程开设的现状、大学生自身职业

生涯发展规划的现状、课程体系的建设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二、目 前 我 国 高 校 大 学 生 职 业 生 涯 发

展指导和大学生生涯规划现状

生涯是个人通过从事工作所创造出的一个有

目的的、延续一定时间的生活模式。职业生涯是

指个人从进入幼儿园开始直到退休的漫长阶段中

形成职业意识、培育职业能力、完成职业行为的整

个发展过程。职业生涯的发展既有环境对人的互

动影响，更有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干预自身生涯

发展过程的作用。从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对自身

职业生涯发展的积极干预情况以及高校对大学生

提供的职业生涯发展指导来说，有以下特点：

（一）目前大多数高校职业生涯发展指

导仍然停留在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方面

从对职业指导任课教师的问卷访谈 中 反 映，
有７３％的作答 者 反 映 本 高 校 开 设 了 大 学 生 求 职

择业指导课程，有１４％的作答者反映本高校开设

了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指导课程，３％的作答

者反映本高校开设了大学生创业指导课程。同时

从调查中发现，目前高校开设的大学生职业生涯

发展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不规范，使用教材规范化、
科学化程度低等问题。对职业指导任课教师的问

卷访谈中反映，７５％的访谈者反映本单位教学没

有统编的教材，９０％的访谈者反映所使用“教材及

配套材料不太符合本校实际”。因高校重视程度

不够，反映 在 教 育、教 学 过 程 中，教 学 方 法 简 单

化、教学内容随意化现象普遍存在。

（二）学生对职业生涯发展指导的心理

期望与实际开展效果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

差距

７３％的学生访谈者认为学校面向在校大学生

“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意识和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王洁、张晓芳

等人的调查发现，在回答“专业规划指导课程的重

要性”时，各 年 级 对 其 重 要 性 的 评 价 都 在７０％以

上。［１］但从开设效果看，学生访谈者对课程开设效

果表示“满 意”的 仅 有１５％，“非 常 满 意”的 只 有

３％，表示效果“一般”的为２９％，对教学效果表示

“不满意”的达到５３％。至于通过上课，对于自己

未来发展，４％的访谈者认为“作用很大”，３２％的

访谈者认为有“一定作用”，３８％的访谈者认为“作
用不大”，２６％的访谈者认为“没有感觉”。王洁，
张晓芳等人调查发现，认为职业规划指导课程有

帮助的仅占调查者的三成多，并且随年级提高比

重下降。［２］教师认为学生对教材内容学习 的 接 受

比较感兴趣的仅有２３％，４５％的访谈者反映本校

“课程教学软硬件设施不全”，４３％的访谈者反映

本校担任职业指导课程的“师资力量薄弱”。

（三）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队伍的

专业化、专家化、专职化建设滞后

从访谈中发现，大多数高校大学生职 业 生 涯

发展课程任课教师组成人员主要为从事学生工作

的专职副书记、团委书记、辅导员，其他为少量的

专业课任课教师、党委书记等。学生工作干部往

往有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但是缺乏系统的职业

生涯发展 相 关 领 域 的 专 业 学 习 和 丰 富 的 教 学 经

验，课堂教学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弱，课堂教学的

效果往往并不能很好地照顾到教学本身的需要。
专业课任 课 教 师 长 处 在 于 有 丰 富 的 课 堂 教 学 经

验，但短处是没有从事职业指导工作的经验，课堂

教学容易陷入照本宣科的教条形式。

（四）大 学 生 在 专 业 选 择 中，自 我 认 识

不够，忽视自身与专业的匹配关系，急功近

利心态明 显，缺 乏 明 确 的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目

标

对于所学专业的选择理由，４８％的 作 答 者 认

为是该专业“在目前好就业”，３０％的作答者是“听
别人说该专业将来好发展”，１８％的作答者认为是

“自己估计 将 来 发 展 应 该 可 以”，只 有４％的 作 答

者认为该专业“适合自己的能力特点”。对于自己

所学专业只 有９％的 作 答 者 认 为 是 因 为“喜 欢”，
而高达７３％的作答者则表示“不清楚”或“没思考

过”。从本次调查看，只有３％的大学生对于自己

的大学生活有清晰且长远的目标，没有目标和目

标模糊的达 到７３％。对 于 自 己 将 来 适 合 在 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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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领域发展，只有５％的学生作答者表示了解，

５２％的作答者表示不了解或者没考虑过。对于自

己的兴趣、性格和特长，只有６％的学生表示非常

“了解”，６１％的学生表示“不了解”或者“没想过”。

（五）大 学 生 生 涯 设 计 能 力 较 弱，缺 乏

科学系统的生涯规划

从本次问卷访谈中发现，只有３％的作答者表

示“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８９％的

作答者表示“不了解”或“没考虑过”。４３％的作答

者有关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家人，只有

３５％的作答者表示相关知识来源于学校就业指导

部门。对于自己的生涯发展路径，只有３％的作答

者表示有非常清晰的远期、中期、短期规划，８％的

作答者表示有比较清晰的近期规划，３６％的作答者

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过，５３％的作答者表示有但没有

很仔细的考虑过。王洁，张晓芳等人对河北农业大

学在校生相关研究表明，本专科学生整体上分别有

５６．４８％和５９．８０％的比例进行过规划，随年级比重

略有上升，各年级间差别不明显。在规划过程中接

受过指导的大学生比例更低，本科一年级仅有２１．
４３％，专科生仅有１７．８６％的学生接触过规划指导

等方面内容。［１］邱颖明提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自我评估不够 全 面 客

观，对各行各业缺乏深入了解，职业目标模糊，规划

意识弱，可行性差。［２］

（六）应 届 毕 业 生 就 业 观 念 陈 旧，追 求

享乐和实惠的功利倾向明显

应届毕业生的作答者中，有５８％的表示在选

择就业单位时最看重工作地点，３５％的表示在选择

就业单位时很看重薪酬与福利，只有７％的表示最

关注个人发展空间。在就业观念上，４９％的作答者

表示最想选择的是政府部门，４３％的作答者表示最

想选择的是国有企业，而选择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的只有６％，准备自主创业的为２％。对于影响就

业的因素，有５５％的作答者认为家庭及社会背景

是很重要的因素。王洁、张晓芳等人研究发现，大
学生将自己最理想的就业区域确定为大、中 等 城

市，其中超过５０％的大学生将中等城市作为最理

想就业区域，３７．１８％的大学生选择了大城市，仅占

２．８７％和１．９６％的大学生分别选择了小城市和农

村。择业取向带有明显的“城市情结”和“白领情

结”，不愿回到农村去。［１］五是应届毕业生缺乏系统

的求职择业技能训练，信息采择能力较弱。５５％的

作答者反映“就业信息少”，４０％的作答者表示“欠
缺求职面试技巧”，１８％的作答者表示“对行业、工

作岗位不理解”。７１％的作答者认为学校应该为毕

业生提供就业技能的指导。

（七）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充满

期望，希望 学 校 能 为 广 大 学 生 提 供 系 统 的

职业生涯发展指导

对于自己将来的发展，５６％的作答者表示“需
要”学校提供的职业生涯发展指导，９２％的作答者

表示“愿意”或“可以考虑”参加有关的职业咨询及

相关活动，７３％的作答者希望通过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的课程来“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

能力的提升”，７８％的作答者希望学校进行求职和

择 业 技 能 培 训 来 提 升 大 学 生 的 求 职 择 业 能 力，

８３％的作答者希望能通过学校就业指导部门获得

去企业实习锻炼的机会，６８％的作答者希望获得

与就业指导老师面对面的咨询。

三、大 学 生 职 业 生 涯 发 展 指 导 体 系 建

设基本思路

（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职业指导课程

体系的组织领导机构

首先，各省地市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 认 识 到

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大

在高校职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上的政策支持，通

过充分调研出台一系列既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又具有实战性和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措施。既加

强对高校职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

导和业务指导与监督，又加大对高校职业生涯指

导课程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扶持。各省地市教育主

管部门在制定本省职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中，既

要遵循教育部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基本

纲要，又要结合本地实情，有所突破和创新。
其次，各高校要将职业生涯发展指导 课 程 纳

入教学计划，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列入就业

一把手工程，将职业生涯发展指导课程建设及其

效果列入学校学生工作或者就业工作的评估。学

校要建立专门的大学生职业生涯指导课程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整合教务、学生、思政教师队伍、专业

院系的各种资源，结合本校实际，统一谋划本校课

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何春风，赵文博认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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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高校基本还处于移植、
借鉴西方先进理论方法与自我探索起步阶段，发

展情况表现为认识片面化；队伍薄弱化；过程间断

化；体系缺失化；指导简单化。因此，积极 探 索 如

何建立“全员化参与、全程化引导、全面化推进”的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模式成为解决当前问题

的重要途径之一。［３］

（二）进一步加强职业生涯发展指导内

容体系建设

罗群等人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 程 应 该

具有综合性、政策性、全程性、实践性、实效性的特

点。在课程内容上应主要包括四个主题，即：侧重

一年级学生的生涯意识与职业规划主题；侧重二

年级学生的职业能力与素质拓展主题；侧重三年

级学生的求职准备与心理调适主题；侧重四年级

学生的角色转换与创业发展主题。［４］陈海娟、周祥

龙提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可以采用

模块 化 形 式，根 据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教 育 内 容 特 点，
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内容划分为课堂教学模块、
职业能力测试模块和职业实践训练模块三个教育

模块。［５］董金宝、易宏琤等人提出，大 学 生 职 业 生

涯发展指 导 课 教 学 内 容 应 该 划 分 四 个 阶 段 来 设

置，分别是：大一阶段开设专业概论必修课程，教

学内容包括：大学生角色转换；大学生应具备的

能力与素质；专业介绍及前景展望；个人综合素

质与成才；人生目标教育等。大二阶段开设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必修课教学内容包括职业素质、
就业心理、人才测评三大模块；大三阶段主要是引

导大学生开展就业实践活动。教学主要内容为：
国情与大学生择业、创业教育、诚信教育、大学生

择业心理调整、求职技巧、法律知识、参与就业实

践等、大四阶段开设大学生就业指导必修课。教

学内容主要为：就业信息指导、就业形势与就业政

策、相关法律讲座咨询、择业技巧指导、诚信教育、
廉政教育等。［６］本研究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课

程体系在构建上要做到：教学时段应该贯穿大学

教育全过程、各年级；教学内容要涉及学生自我发

展中所必须完成的同时段发展任务和分阶段发展

任务。所有教学内容要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五种

基本意识，培养和提升三种基本能力。所谓五种

基本意识是指：角色意识、生涯意识、规划意识、竞
争意识、成就意识。三种基本能力是指：训练通用

能力，如听说读写能力；提升可迁移能力，如：专业

发展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优

化自我管理能力，如：时间管理能力、情绪管理能

力、闲暇管理能力等等。

（三）进一步加强职业生涯发展指导理

论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生 涯 规 划

课程中所涉及相关理论基本上都是来自欧美，本

土化远远不够，导致理论教学与学生实际、文化生

态相脱节，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比如说西方职

业辅导理论建立在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职业

发展价值观上，这和我们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人的

文化生态是存在明显冲突的，如果刻意的去尝试

用西方的职业发展价值观去改变或替换我们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一方面可能给个人未来职业发展

带来一系列的发展困扰，同时还可能严重地破坏

我们社会成型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价值生态。
比如说，人本主义大师马斯诺曾经提出一个理论

叫需要层次理论，非常普及，几乎所有讲经济学、
管理学、心理学、职业生涯发展指导课程等等的教

材和老师，都会提到这个理论。马斯诺认为，人的

心理需要总是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可以分为生理

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认
知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整个需

要层级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关系，在低层次需要没

有满足时，个体不会去追求高层次需要。这个理

论建立在最基本的人性论基础上，但用这个理论

是无法解释清楚如长征中的红军、成功完成两弹

一星任务的科学家们的心理动因的。毫无疑问，
后者更明显是精神需求高于生理需求的，恰恰是

这种从业精神使得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和伟大的成就。因此，用西方人本主义

的观点解释我们的某些文化现象是存在着水土不

服的问题。但同时要看到，西方的某些职业发展

理论可能会对我们传统价值观起到解构的作用，
比如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深刻地影响着我

国青少年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像以前高校毕

业生离校前学校往往都会悬挂“到农村去，到基层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横幅，现在已经鲜

有看到。这一点既印证了人性的趋乐避苦、趋利

避害的天性，同时与前期就业阶段比较，也反映了

不但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被解构，而且我们高校就

业指导 部 门 的 教 育 理 念 也 被 解 构。每 年 壮 观 的

“国考大军”亦是很好的印证。因此，如何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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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本土化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和职业辅导相关理

论的建设力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学生

成才特点，并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职业

生涯规划理论的任务迫在眉睫。

（四）加强职业生涯设计方法的探索和

本土职业测评工具的开发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引导大学生掌 握 的 设

计方法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一套，尤其是在

职业测评中所使用的工具，比如说：１６ＰＦ、ＭＢＴＩ、
霍兰德职业能力倾向测试、气质类型测试、职业锚

测试和各种能力测试等，大多数没有经过很好的

本土化处理就直接使用于学生的他评或自评，施

测者很少关注相关工具用在中国学生身上是不是

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从国内许多心理学工作者

的研究看，绝大多数的西方测评工具在进入中国

后都存在着中国化、本土化程度不高，施测的信度

和效度都明显降低的问题。因此，今后高校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体系化建设要将生涯设计的方法探

索和测评工具的本土化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来抓。

（五）加强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课程师

资队伍的建设

高校要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大力 加 强 师

资队伍的建 设，尽 快 改 变 师 资 队 伍“缺 乏 专 业 背

景，缺少行业经验”的现状。一方面要通过引进心

理学、人力资源类专业教师，并使之充实到学生工

作第一线，逐渐改变职业生涯发展课程教师的学

缘结构；同时要加大对现有学生工作干部队伍的

专业知识培训力度，引导学工干部往专职化、专业

化、专家化方向发展；其次对于专业教师担任本课

程教学的可以尝试让其担任学生班主任，使其在

理论教学的同时积累实际操作经验，提升其课堂

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是聘请优秀校友或

企业界的成功人士，来校传授职业成长经验，为在

校学生提供实践实习和学习交流的平台。

（六）建 构 重 心 下 移、多 元 协 作 的 职 业

生涯发展指导工作运行体系

学校要以就业指导部门为核心，逐步 将 学 生

的职业指导常务工作不断重心下移到二级教学单

位，各二级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专业实际情况，编
制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职业生涯

发展课程体系的运行需要学校的教务部门、学工

部门、就业指导部门和各教学单位的密切配合才

可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效果落到实处。

（七）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课教材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职业指导工作者编著的职业生

涯指导类教程就数量而言相当可观，仅从对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１０日当当网销售的有关大学生生涯规划

和职业指导方面的书来看，书名包含“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教程”字段的达２１种，书名包含“大学生

生涯发展”的 达３０种，书 名 包 含“大 学 生 生 涯 规

划”达１３７种，书名包含“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字
段的达１３０种，书名包含“大学生就业指导”字段

的达２５８种；书名包含“大学生求职”字段的达３５
种，书名包含“大学生择业”字段的达１６种。这些

数据说明，目前针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并

不缺乏成型教材，但从本次调研中发现，本课程任

课教师对所使用教材在“教学内容的表达和组织

方式上”持 否 定 态 度 的 达６３％，持 基 本 肯 定 的 为

２９％，持 完 全 肯 定 的 仅 为８％；对 于 所 使 用 教 材

“在”篇章结构的设计与课堂教学时间控制的配合

上很好 的 仅 为８％，６９％的 教 师 认 为 一 般，还 有

２３％的教师认为“有点差”。对于学生对教材的认

同程度，１１％的教师认为学生对所使用教材没有

兴趣，６６％的教师认为学生对所使用教材兴趣一

般，认 为 学 生 对 所 使 用 教 材 比 较 有 兴 趣 的 仅 为

２３％。这些数据说明，那就是教材的出版 量 和 学

生的心理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着因果关系或者实证

关系。
目前，我国高校编写的大学生职业生 涯 发 展

指导课程教材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内容陈旧，体例呆板。许 多 教 材 内 容 中

还充斥着大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提法，教条

色彩浓厚，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时代变迁相互脱

节。在体例上受传统教材体例的影响太大，篇章

节层次结构很清晰，但是导致手脚受到束缚，牺牲

了内容组合的灵活性和可读性。
二是教材长于教条说理，操 作 性 差。许 多 教

材擅长于对大学生摆事实、讲道理，但是对于大学

生该如何操作完成具体的目标，缺少提出具有科

学性和富于操作性的策略。
三是教材突出了课堂教学环节尤其是教师讲

授环节，而忽略或者弱化了学生课堂内外的实践

环节，致使许多课堂教学效果最终依旧停留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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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对学生真正起到的指导和帮助并不明显。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现行教材中设计 的 活 动

和任务，２３％的受访学生认为活动少，３８％的受访

学生认为活动的可操作性和案例的代表性一般，

６９％的受访学生认为，以后教材的编著应该突出

训练部分。６３％的受访学生认为对现用 教 材，应

该适当增加案例、可操性强的内容。４５％的 受 访

教师认为很有必要将学生用书和教师用书加以区

分，面向教师编写专门的教师教学用书，面向学生

编写分年级、分阶段的学生实践指导书。在教材

版式和美工设计上，４８％的受访学生认为现行教

材缺乏版面的新颖性，层次结构不清晰，显得凌乱

的感觉，应该打破传统教材编写的惯性，根据教学

内容 灵 活 组 织 材 料，突 出 可 读 性、层 次 性 和 操 作

性。王洁、张晓芳等人研究表明，大学生最感兴趣

的职业生涯发展课内容依次是求职技巧、素质拓

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就业信息、就业 体 验。在

教学形式上，大学生更喜欢富于互动和实践操作

的教学 方 式，而 对 传 统 的 如“课 程 式”、“专 题 讲

座”，则表现出很少的兴趣。［１］理想的教材 应 该 将

抽象的理论与生动的实践结合起来。

（八）突破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指导课

程体系构建上的窄视野、单一化倾向

从目前我国高校面向大学生开设的相关课程

来看，有些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存在着相互间的重

叠，比如说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课、大学生求职择业指导课等等，中间都存在一部

分章节或者内容交叉的部分，同时讲授以上课程

的老师在许多高校也存在着队伍上的重叠。应该

鼓励各高校敢于大胆改革创新，突破旧有思维定

势，变过去以生涯设计指导和求职择业指导为主

体的小而 封 闭 的 课 程 体 系 为 以 培 育 生 涯 规 划 意

识，提升生涯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大而开放的课程

体系。比如说国内部分高校实施的大模块课程体

系构建即是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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