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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福建省新高考综合改革的逐步推进，高中职业生涯规划逐渐被社会所重视。然而省内高中对于

新高考改革政策不甚了解、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规划比较迷茫以及职业生涯课程开课率低等因素，严重阻碍了生涯

规划教育发展。为实现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顺利开展，福建省应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善用各个高校资源与“互联网+”

技术手段，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高中、本科一贯制的“3+4”生涯规划指导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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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高考综合改革的逐步推进，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逐渐被社会所重视。以往在大学阶段开设的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也应顺应新高考改革的需要，

前置于高中教育阶段。但目前福建省大部分普通高

中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仍以本校师资为主，高校尚

未介入，课程建设处于初探阶段。为完善高中职业

生涯课程体系建设，高校应充分发挥其在课程体系

建设过程中的主动性。

一、福建省普通高中开展 “生涯规划教育体系

构建前置”的政策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2020 年) 指出，要在普通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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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选择”［1］。文件

的出台为我国普通高中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

供了政策依据，也为新形势下普通高中如何适应变

化指明了方向。

2019 年 4 月，福建等 8 省市公布新高考综合改

革方案，这标志着我国第三批也是全国首批 “3+1+

2”高考改革启动。第三批省份充分借鉴前两批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的成功经验，考虑本省教育资

源情况，创新性提出 “3+1+2”模式，“3”代表语

文、数学、英语三科必选，“1”代表从物理或历史

中必选一科， “2”代表从化学、生物、思想政治、

地理中挑选两科，组成 6 门高考学科。2019 年 5 月

为规范“3+1+2”选科各项工作，教育部下发 《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

科目要求指引 ( 3+1+2 模式) 》 ( 教学厅〔2019〕7

号) 的通知，文件明确各个高校可以在 “指引”规

范的指导下，根据自身学科发展需要，制定选科要

求，并且提前 2 年向社会公布。应届高二学生参考

各高校“指引”，综合考虑各要素，各自选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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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未来高考所能填报学科。 “指引”的出现，将

高中人才培养与大学人才培养融合为一体，也将

“生涯规划教育体系构建前置”提上议程。2019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关于

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

导意见》，其中将 “适应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

教育教 学 改 革 深 入 推 进”作 为 主 要 目 标 之 一［2］。

2019 年 10 月，《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加强普通高

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将 “因材施

教，促进个性发展”以及 “生涯引导”作为基本原

则和主要内容之一［3］。2019 年以来，主管部门连续

出台各项文件，表明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大学与

高中应该在人才培养方面深度交融，在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方面合力构建教育体系。

二、“生涯规划教育”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现状

生涯 ( career) 意为“过程”( career as process) ，

即人生发展道路，也可指人或事物所经历的途径，

延伸 之 义 可 指 “个 人 身 份 的 表 达” ( individual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4］。1908 年，在经济大萧条背

景下，美国人弗兰克·帕森斯 ( Frank Parsons) 最

早提出职业生涯概念，其初心是解决美国的高失业

率问题，从此“生涯”与 “职业”产生联系。但此

阶段“职业”重于“生涯”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

情况持续到 1950 年。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经济复苏，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不

断得以满足，从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导致

个性化要求获得释放，个体对于自我认知的迫切需

求、对自我价值的重视和认可，促使生涯概念更新

与发展。现阶段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对于职业生涯

规划也有众多学者提出新见解。如黄天中等［5］在总

结前人关于生涯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生涯的四种特

质: 终身性、综合性、企求性和工作性; 胡元聪，

黄晓梅［6］系统梳理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韩国、瑞典等职业生涯规划的内涵与实践，为我国

职业生涯教育借鉴国外经验实现本土创新提供了参

考; 万明明［7］以美国加州高中职业生涯教育为例，

对加州开展生涯教育的背景与目的、实施方式、支

持系统等进行调查和分析，为国内高中开展职业生

涯教育提供借鉴; 韩晓玥［8］重点论述了日本学校内

职业生涯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特点，揭示日

本职业生涯教育的经验对我国普通高中职业生涯教

育的启示; 丁露［9］提出生涯规划是指对个人在人生

中所经历的一系列职位和角色的规划，包括为生涯

设定目标，并找出达成目标所需采取的步骤; 黄

顺［10］提出高中阶段是人生特殊阶段，高中生在经历

由初中升格的客观环境与个体身心迅速发育的主观

环境共同作用下，生涯规划对其有重要意义。高中

生涯规划应基于高中生对自我充分认知的基础上，

了解大学专业、就业途径、院校选科要求后，通过

“自主选科”方式，确立阶段目标，并根据目标制

定有效学习预案和发展计划，主要包括自我探索、

升学探索、职业探索、生涯定向与规划、生涯准备

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以“高中职业生涯规划”为检索词，在 “中国

知网”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重点时间设定为新高

考改革元年既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

搜索相关文献共 218 篇 ( 见图 1) 。以年为单位，分

析文章数量，2014 年以来相关文章呈逐年递增趋

势，特别是在 2019 年第三批改革省份启动时创历史

新高，一年内就有 59 篇相关期刊或学位论文，反映

了当前研究者对该主题的持续关注。

图 1 2014－2019 年高中生涯规划论文发表情况

Fig. 1 The publication of career planning paper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2014 to 2019

详细分析这 218 篇文章发现，相关文章基本停

留在高中各学科生涯渗透式研究 ( 56 篇) 、高中职

业生涯规划必要性研究 ( 60 篇) 、各省高中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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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现状研究 ( 50 篇) 、高中职业生涯规划程课程体

系研究 ( 38 篇) 、生涯规划与选科研究 ( 14 篇) 。

其中，高中职业生涯规划体系研究中大部分文章均

是基于高中学校自身资源展开研究，仅有 3 篇文章

涉及高校在高中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三、福建省普通高中生涯规划指导的现状调查

截至 2020 年 2 月，福建省内首批试点的 2018

级高中生已升入高二，省内各普通高中对文件理解

与执行情况如何? 新高考元年的高中生心态如何?

高校应该如何根据文件要求积极介入普通高中相关

生涯引导课程体系建设? 基于以上种种疑问，对福

州、泉州、漳州、莆田、龙岩、南平等地部分普通

高中开展调查研究。本次研究借助互联网工具，采

用线上问卷调查法，采用 EXCEL、SPSSAU 对样本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一) 研究样本

采用匿名抽样，选取福建省 11 所中学，其中省

一级达标校 5 所，省二级达标校 4 所，省三级达标

校 2 所，共有 1 886 名学生参加了本次研究，具体

频数见表 1。

表 1 调查问卷频数分析结果

Tab. 1 Frequency analysis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你学校所在的城市

福州市 931 49. 36 49. 36

厦门市 2 0. 11 49. 47

宁德市 1 0. 05 49. 52

莆田市 145 7. 69 57. 21

泉州市 587 31. 12 88. 34

漳州市 80 4. 24 92. 58

龙岩市 66 3. 5 96. 08

三明市 3 0. 16 96. 24

南平市 49 2. 6 98. 83

平潭综合实验区 1 0. 05 98. 89

其它地区 21 1. 11 100

你的学校

一类校 790 41. 89 41. 89

二类校 916 48. 57 90. 46

三类校 156 8. 27 98. 73

其它 24 1. 27 100

你的年级

高一 1 049 55. 62 55. 62

高二 835 44. 27 99. 89

其它 2 0. 11 100

你的性别
男 889 47. 14 47. 14

女 997 52. 86 100

你是否担任班级或年级干部
是 751 39. 82 39. 82

否 1 135 60. 18 100

合计 1 886 100 100

由表 1 数据可知，在学校所在的城市选项中，

厦门、宁德、三明、平潭以及其它地区参与调查学

生太少，因此不纳入地域因素后续数据分析中。

( 二) 研究程序

1． 征求普通高中意见，由研究团队设计 《福建

省高中职业生涯规划调查问卷》1. 0 版，并在小范

围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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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 11 月于福州延安中学试点测试，回收

问卷 268 份，并根据教师与学生反馈调整调查内容。
3． 2019 年 8 月《福建省高中职业生涯规划调查

问卷》2. 0 版推出，在征得学生、教师和学校领导

知情同意后，由各校教务主任、年段长或心理健康

发展中心老师在各自学校内推广调查。
( 三) 研究工具

福建省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问卷。参考国

内同类研究自编，共 45 个题目，分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和开放性问题。
( 四) 研究结果

1． 调 查 问 卷 信 度 ( Cronbach α 系 数) 、效 度

( KMO 值) 分析

( 1) 从问卷中抽取核心问题 7 个，进行问卷

Cronbach 信度分析 ( 见表 2) 。

表 2 调查问卷信度 ( Cronbach α系数)

Tab. 2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 Cronbach α)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

( 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 α

系数

你了解福建省 2018 年开始实施的福建省新高考改革政策 ( 3+1

+2) 吗?
0. 452 0. 773

你清楚什么是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吗? 0. 552 0. 756

你对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价值观了解吗? 0. 543 0. 759

你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有明确的目标吗? 0. 526 0. 761

你对职业生涯规划感兴趣吗? 0. 522 0. 761

你有无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过规划? 0. 613 0. 743

你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对于正在就读高中的我们? 0. 428 0. 777

0. 789

标准化 Cronbach α系数: 0. 791

从表 2 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 789，大于 0. 7，

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良好。针对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任意题项被删除后，信度系数并不会明显

上升，说明题项不应该被删除处理。综上所述，研

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 7，删除题项后信度系数

值并不会明显提高，说明调查问卷数据信度质量高，

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 2) 问卷信度分析。从问卷中抽取核心问题 9 个，

分三个维度，进行问卷 KMO 值效度分析。

从表 3 可知，所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

于 0. 4，说明研究项信息可以被有效提取; KMO 值为

0. 762，大于 0. 6，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 3 个因子的

方差解释率值分别是 32. 545%、22. 804%、17. 531%，

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72. 880%＞50%，意味着研

究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提取出来; 因子载荷系数绝对

值大于 0. 4 时说明选项和因子有对应关系。综上所

述，调查问卷的设计合理具有效度。

2. 基础数据

从表 4 可知，当前数据中并没有异常值，因此

数据分析针对性强。高中生对于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M= 1. 502，高中与大学联合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M= 1. 29，整体上不够充分，也能从数据中分析出

部分问题。
( 1) 福建省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相关宣传有提

升空间。对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政策，仅有 20%左右

的学生做到 “非常了解”，甚至有 10%的学生表示

“比较陌生”，说明有关部门与高中学校在进一步加

强新高考政策宣传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2) 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规划比较迷茫。在学

生是否有明确目标以及是否对自己进行过规划方面也

不容乐观，仅有 46%的学生有短期目标，有 45%的学

生表示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不明朗。由此而见，福建省

目前高一高二学生的生涯规划处于启蒙阶段，学生对

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认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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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效度分析结果

Tab. 3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核心问题
因子载荷系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共同度

你的学校是? 0. 071 0. 102 0. 782 0. 627

你的年级是? －0. 016 0. 052 0. 836 0. 703

你清楚什么是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吗? －0. 071 0. 753 －0. 008 0. 572

你对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价值观了解吗? －0. 071 0. 76 0. 108 0. 595

高一时期，你是否进行过自我认知方面的测试 ( 比如兴

趣、性格、能力、价值观等) ?
－0. 038 0. 613 －0. 437 0. 568

你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有明确的目标吗? －0. 115 0. 699 0. 248 0. 564

你清楚想要从事的职业所需的大学专业是什么? 0. 981 －0. 117 0. 023 0. 977

您是否了解将来想从事职业的具体内容? 0. 985 －0. 072 0. 028 0. 976

你是否清楚自己将来想要从事的工作所需的技能 0. 983 －0. 104 0. 027 0. 978

特征根值 ( 旋转前) 3. 152 1. 886 1. 522 －

方差解释率 ( 旋转前) /% 35. 021 20. 951 16. 908 －

累积方差解释率 ( 旋转前) /% 35. 021 55. 972 72. 880 －

特征根值 ( 旋转后) 2. 929 2. 052 1. 578 －

方差解释率 ( 旋转后) /% 32. 545 22. 804 17. 531 －

累积方差解释率 ( 旋转后) /% 32. 545 55. 349 72. 880 －

KMO 值 0. 762 －

巴特球形值 12 638. 04 －

df 36 －

p 值 0 －

( 3) “生涯引导”相关的职业生涯课程开课率

不足。超过 90%的学生对于职业生涯规划感兴趣以

及认为其重要，但目前仅有 60%的高中学校有开设

专门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其中，高一仅 45%，

高二有 79% ( 见表 5) ，学业压力没那么重的高一开

课率比高二低，也引发深思。
( 4) 普通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主体不明，和

高校未形成联动。对于职业生涯指导主体方面，高

中班主任对学生有很大帮助的仅占 20%，高校进入

高中协助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占 74%。说明一方面高

中班主任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难有余力帮助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另一方面学生迫切需要高校的介入帮

助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3. 原因分析

( 1) 福建省新高考政策公布 “时差”导致政策

宣传滞后。根据文件，福建省新高考制度改革从

2018 年 9 月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行，但省内相关

政策延迟到 2019 年 4 月公布，“时差”导致社会对

政策宣传不及时产生误解。
( 2) 传统高中学习思维导致学生对 “生涯引

导”认识不足。传统的高中学习属于 “埋头苦学”，

缺乏选择性与自主性。学生只需努力学好相应科目，

尽量提高学科成绩，至于相应成绩能录取什么学校

就读什么专业，等高考结束后才考虑。但新高考综

合改革背景下，高二的选科将影响到未来报考的大

学和专业，学生对于选科选择性与自主性突然提高

的变化，难以短时间内适应。
( 3) 生涯规划课程的专业性决定其无法一蹴而

就。生涯规划教育是一门以心理学为基础，涉及多

个学科或领域，集合知识和技能于一体的综合类教

育。其相关课程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高中学校如无

提早准备无法短期内形成完整的生涯课程体系以及

师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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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础指标

Tab. 4 Essential data

表 5 高中学校专门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Tab. 5 Career planning courses offered in schools

年级 是 否 小计

高一
477

( 45. 47%)

572

( 54. 53%)
1 049

高二
660

( 79. 04%)

175

( 20. 96%)
835

其它 1 ( 50%) 1 ( 50%) 2

( 4) 高中生涯规划教育 “如何上，由谁上，怎

么上”，各省尚处于摸索阶段。生涯规划在高中各

校属于新生事物，目前尚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加

之改革前，高中各校对有一定生涯规划经验的高校

持保守态度，导致两者间无法在职业生涯规划角度

开展深入合作。

四、福建省高中生涯规划指导的有效性策略

( 一) 依托高校资源，针对全省高中开展新高

考综合改革政策宣传

根据调查，目前各类高中学校对于新高考综合

改革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同 ( 见表 6) ，其中二类学校

和三类学校相关政策宣传较弱。因此政策宣传应有

重点，有针对性。有关高校可以结合实际负责区域

内高中学校的政策宣传，从高校专业设置、选科要

求及其原因、就业方向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进行宣

传，配合区域内高中学校开设政策宣讲专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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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校、高中生涯规划 7 年不断线，形成

一贯制“3+4”生涯规划指导课程体系，课程互融

有效提升生涯规划能力

“3+4”一贯制生涯规划体系是指高中三年期间

学生完成相应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体系 ( 包含认知

构建、规划构建、升学指导等) ，升入大学后，利

用大学四年积极参与创新创业相关领域。高中与高

校还能在生涯规划师资队伍培养方面互为支撑，为

高中师资队伍不足提供有效解决途径 ( 见图 2) 。

表 6 各类高中校对新高考改革政策了解情况

Tab. 6 The high schools are awar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y

高中校类别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比较陌生 一点不了解 小计

一类校 221 ( 27. 97%) 487 ( 61. 65%) 74 ( 9. 37%) 8 ( 1. 01%) 790

二类校 173 ( 18. 89%) 635 ( 69. 32%) 97 ( 10. 59%) 11 ( 1. 20%) 916

三类校 19 ( 12. 18%) 110 ( 70. 51%) 24 ( 15. 38%) 3 ( 1. 92%) 156

其它 3 ( 12. 5%) 14 ( 58. 33%) 6 ( 25%) 1 ( 4. 17%) 24

图 2 “3+4”一贯制生涯规划体系

Fig. 2 3+4 A system of career planning

( 三) 提供制度保障，促进教师队伍成长，提

升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

福建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加强普通高中学生发

展指导工作意见的通知》 ( 闽教基 〔2019〕37 号)

文件“实施途径”中明确指出: “建立专业教师队

伍。建立以专职教师为骨干，班主任、学科教师共

同参与、互相配合的学生发展指导教师队伍”。但

文件未对未来从事专职从事生涯规划高中老师的课

时量认定、职称评聘等关键保障制度做出规定。因

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配套制度，真正做到生涯规

划导师专业化。
( 四) 依托“互联网+教育”的技术背景，推进

高中生涯规划教育

从微观角度看，高中与高校是两个独立的教育

机构，有各自的教学任务要完成。如何 “见缝插

针”完成生涯规划教学任务，成为高中与高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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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在 “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互联

网技术高速发展为高中提出生涯规划课程给予更多

的弹性与空间，也为高校无缝衔接高中职业生涯课

程提供可能。

高中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开展高中生生

涯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帮助学生理性思

考未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11］。本次实践调查选

取福建省的相关高中作为案例，分析目前省内生涯

教育现状与学生的期待，提出针对性的做法与建议。

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限制，实践研究中仅选取

“大学—高中－学生”这一关系模式来进行观测，缺

少对社会、家庭等因素的调研，因此对生涯教育体

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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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Planning and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Fujian

LI Xiaofenga ，XIE Qiongb

( a. Admission Office; b. Ｒesearch Offic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506，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ive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Fujian province，the high school career planning has been gradually valued by the society. However，high schools do
not know much about the reform policy for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tudent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future
career planning due to the low opening rate of career courses，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Fujian province should
introduce relevant encouraging policies and make good use of various university resources and Internet technical means
so as to build a“3 + 4”career planning guidance course system with Fujian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a system of high
school an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Key words: reform of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areer planning; course connection; integrated design;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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