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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生涯
教育成为很多省份高中的“必选项”。但
生涯教育到底怎么做、谁来做，如何让学
生在高考前能明晰“我擅长什么、我喜欢
什么、我将来想要做什么”，仍是一个摆
在不少中学校长面前的难题。

上海是全国最早启动“成建制”
生涯教育探索的省份。早在2012年，
上海市就发布了《上海市学生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十二五”行动计划》。
2018年，上海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
学生涯教育的指导意见》，要求确保全

体高中学校100%开设生涯课程和生涯
规划指导服务，引导学生学会选择、自
主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以下简称“上外附中”）对生涯教育的
探索更早一些，从2009年开始，这所七
年一贯制中学就开始在6年级学生中
推广生涯教育，一直持续到学生12年
级毕业。每一届初三学生，都有两周的
“放假”时间：他们不用上学，而是组队
到社会上进行各类课题调研，走进各行
各业。

如何让学生学会自主“选择”
上海一所中学坚持生涯教育14年

生涯教育带给青少年学生的改
变，是让孩子受益一生的。

10 月 28 日，中国贸促会原副
会长、国际展览局原中国首席代
表、上外附中 75 届校友王锦珍回
到母校，给学生带来了一堂生涯教
育的讲座《亲历世博，见证中国发
展》。他通过各个城市举办世博会
的故事，给学生们分析了国际国内
形势，讲述了国与国之间、城市与
城市之间如何“做买卖”，以及中
国外交人才需求现状等。

在之后的两个月，这样的讲座
在该校就有4 场。“一两次讲座可
能改变不了什么，但 14 年的名家
讲坛坚持下来，总能给学生带来
一些启发，促成见贤思齐。”陆敏
说。

上外附中毕业生任宣颖如今在

一家酒店管理集团工作，“擅长并
且喜欢这份工作”。她觉得，自己
最终能在大学入学、就业时拿到
Offfer，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学校园
活动中探索和培养出来的“人际沟
通协调能力”。

她 还 记 得 自 己 在 初 三 两 周
“放假”时间里到提篮桥社区医院
的安宁病房，调研了那时上海还
没几家医院在做的临终关怀项
目，“一下子拓宽了我的视野，高
一一开学，我就加入了心理社团想
做些事”。

任宣颖后来参与策划学校的心
理健康月活动，参照综艺节目形式

让同学们课间在校园里打卡闯关，
“我们设计了五六个关卡，每一个
打卡点都要去找不同的老师商量场
地，还要针对不同特点的同学给出
不同的分工，特别锻炼人”。

有人擅长沟通，还有的人通
过生涯实践发现自己擅长做学术
研究。今年 8 月，上外附中高二
学生邵晓玮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少年班创新试点班录取。他是一
个典型的“理科男”，特别擅长
数学和物理。

“我试过参加学校的各种社
团，感觉最拿手的还是理科竞
赛。”邵晓玮介绍，他参加了学校

科创研究类的信息学社团，并由此
对信息学产生了兴趣，参加了信息
奥赛，“我们有很完善的科创研究
体系，可以一步一步像打怪升级一
样往上爬。我不属于特别擅长交流
的人，我将来可能会从事学术研
究。”

据了解，上外附中现有学生社
团 53 个，涵盖外语、科创、文
艺、公益、体育等各领域，所有学
生社团大都在老师指导下由学生自
主组织、运行。每名学生都可以向
学校递交申请报告新开某个领域的
社团。

此外，该校还提供生涯特色课
程和测评工具，将个人优势探索引
入学生的自我认知视野，帮助学生
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

据中国青年报

从“我能考什么学校”到“我将来要做什么”

“81.5%的高中学生、77.7%的高
校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学生自
主性明显增强”，这一数据来自北京
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的调研报
告。该报告 2019 年对试点省份
71843 名高中教师、学生、家长、高
校教师、高校学生进行了调研，结果
发现，高考自主选择性增强了，但不
代表学生“会选择”。

研究团队 2020 年对试点省份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高考学生
进行了 31 万多份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部分高校教师认为学校或者
专业存在生源质量下降的情况，学

生不及格率增加；高中提供志愿填
报辅导、毕业有明确规划的学生学
习适应性明显更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副教授王新凤的研究，指出了
当前我国生涯教育的“痛点”。比
如，生涯教育被一些学校狭隘地理
解为“升学指导”，一些教师对学生
科目选择、志愿填报的指导，基本上
是本着“分数至上”的理念，缺乏从

国家需求、学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的长远眼光。不少学校更关注的是

“小生涯”，而非“大生涯”。
我国生涯教育更多面向高中学

生选科问题，而对初中、小学及学
前阶段的生涯教育缺乏关注。“但
从国外主要国家的实践来看，都
比较重视生涯教育的启蒙。”王新
凤举例，美国提倡生涯教育要从6
岁开始，小学、初中、高中以及

18 岁之后有不同的职业生涯教育
分工；日本提出学校教育要和职
业生活相衔接，要从小学开始就
引入生涯教育。

此外，部分从事生涯教育的老
师也不够专业，大多数学校里由德
育老师、心理老师兼职生涯教育老
师。王新凤说，有老师反映“不太
敢做，我们半专业的老师对这事没
有理解很到位”。而这也让一些培
训机构嗅到了商机，有家长向王新
凤所在的调研团队反映，培训机构

“有专门的教授负责包装”“5 万、
10万元都有”。

生涯教育的“痛点”在哪里

拥有 60 年办学历史的上外附
中正在中学教育领域尝试破解这
些痛点问题。该校从 6 年级开始
对新生进行生涯教育，每个年级
都对应了不同的生涯教育目标，
中学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
自主选择的机会。

6 年级新生一进校，就由高年
级学长学姐带领他们熟悉校园环
境、了解校园精神文化、帮助他们适
应校园生活。他们从“生涯游戏”体
验开始，每个班级根据主题自己设
计游戏方案，由学生担任导演、互动
主持人，在主题场景中进行讲解、对
校园内外的人物进行角色扮演。

7 年级学生就要开始进行“生
涯行走实践”，学校搭建平台、整合
资源，鼓励学生到街道、社区、场馆、
企业，初步体验一个企业、了解一门
职业、感受一种职业文化；8年级学
生要“记录成长”，结合项目化学习，
进行特定行业的学习考察；到了 9
年级，学生会在4-5月间获得两周
的“假期”，进行社会课题研究。

这种课题调研，由该校课程发
展中心组织专家先对初三学生做

学术指导、写作、研究方法的培训，
之后学生各自组队走出校园做社
会调查课题。今年 9 月，该校 4 名
高一学生组队完成的课题《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临期产品销售平台》，
还拿到了 SAGE 全球中学生可持
续发展创新大赛“体面工作与经济
增长”领域的金奖。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尝试解
决问题。他们懂得聚焦社会议题，
并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其实在

推动学生明晰自己的兴趣领域。”
上外附中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陆敏
介绍，生涯教育配置在学生发展中
心这一专门机构之下，该中心下设
心理健康、学生自主发展和升学指
导办公室等。

这所学校崇尚的是“大生涯教
育”理念。“生涯教育不仅仅是帮助
学生高考填报志愿。”陆敏说，归根
到底，这是一个学生自我探索、理解
社会、规划未来的全过程，“学生要
体会每一个环节，仅高中 3 年还不
够，需要尽早开始，附中七年一贯制
的学制和特色课程，能为这样全面
的探索提供优势。”

让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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