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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拔尖创新人才“五个一”生涯规划

教育模式的构建
张　雄１,王 麒 凯２,唐 胜 利３,周　辉４

(重庆大学１、３弘深学院;２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４动力工程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生涯规划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实践中以

系统性、实用性、前瞻性为视角,构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大班教学”与“小班讨论”相结合、“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模式,开展一系列生涯规划讲座;进行一次职业测评活动;参加

一系列生涯规划实践;组织一系列生涯规划沙龙;制作一份生涯规划书,建立“掌握工具→认识自己→认识社

会→设定目标→制定规划→行动执行”的生涯规划逻辑模型,引导大学生科学规划职业生涯,助推其实现职业

理想和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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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性及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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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出,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我国各级政府出台文件要求,
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成才观,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我们常说,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然而,当前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

方面存在较大障碍.根据北森测评网、新浪网和«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共同实施的一项“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调查问卷显示,当前大学生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的情况相当普遍.有６２％的大学生对

自己将来的发展和工作没有规划,有３３％的大学生不够明确,只有５％的大学生有明确的规划设

计.[１]而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非常重要或重要的大学生达６１％,认为不重要的只占５％.[２]由此可见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越来越引起高校、社会的广泛重视.
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２００９年,我国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试验计划”,先行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学科领域试点,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

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１９所高校４５００名学生入选“拔尖计划”,入选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资源.[３]近年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起来,形式多样,百花齐放,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

大学“清华学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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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大学“华罗庚数学班”、重庆大学“弘深学院”等试验班和实验学院纷纷建立起来,一大批优

秀学生进入到“特殊培养”体系中.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讲述过“方仲永”变“伤仲永”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伤仲永”

的案例不在少数.根据«２０１４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在１９５２－１９９９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

元中,仅有个别状元变身“职场状元”,７名状元当选“两院院士”,真正的行业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

人才较少,高考状元职业发展与事业成就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与他们当年在高考场上勇夺第一的辉

煌相去甚远.[４]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激励和生涯教育非常重要.可见,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开展

生涯规划教育正逢其时,拔尖创新人才的生涯教育问题值得系统探索.

二、生涯规划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现状

生涯规划,又称职业生涯规划,根据美国著名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舒伯的观点,指一个人对其一

生中所承担职务相继历程的预期和计划,实现个体的全面最优发展.职业生涯规划最早起源于美

国.１９０３年,“职业辅导之父”帕森斯提出“职业指导”概念,１９０９年出版«职业选择»专著,提出特质

因素理论,强调人的能力倾向、兴趣爱好、气质性格、价值观等人格特质应与职业所需条件因素相匹

配,通过了解自我、了解工作要求、平衡两个条件,实现人职匹配.１９５９年,霍兰德提出类型理论,
强调人格可分为实用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事务型六种类型,人格类型、兴趣应与职

业相匹配.１９６４年,戴维斯等提出明尼苏达工作适应论,强调个人需求与工作环境应互为满足,即
人境符合.１９７３年,施恩提出职业锚理论,强调职业定位应与职业相匹配.上述理论为大学生职

业生涯辅导提供了有针对性、可行性的理论支持,构建了多元的职业生涯指导模式.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职业教育开始兴起,１９６３年美国通过“职业教育法案”,要求对求职者进行培训.７０年代以后,
职业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更加系统规范.８０年代,美国成立“国家生涯发展协会”,颁布实施«职
业教育法»,美国的职业生涯辅导发展日趋成熟,职业指导逐渐多元化、国际化.当前,职业生涯辅

导已经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高校广泛实施的一种活动过程与咨询方式,日本从小学开始到

中学、大学实行系统化、分阶段的职业生涯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发

挥其教育与开发功能.[５Ｇ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涯规划理论从西方传入我国,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我国学者从对国外职

业生涯规划的理论研究发展到开拓实践领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进行深

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戴良铁和刘颖认为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职业选择、职业生涯目

标(可分为人生目标、长期目标、短期目标)的确立、职业生涯路径的设计,还包括与人生目标及长期

目标相配套的职业生涯发展战略,与短期目标相配套的职业生涯发展策略[７].楼仁功、赵启泉认为

职业生涯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认识自我,了解社会,确立目标,制定策略和生涯评估[８].
职业生涯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胡艳兰提出针对“９０后”大学生特点探讨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的路径[９].王仁伟提出把职业生涯辅导作为人生观教育的载体[１０].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我国职业生涯规划实践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并加速发展起

来.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调整普通高校教学计划,要求高校试行开设职业指导课程.２００７年,教育部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要求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作
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举办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２４个省市１０００
余所高校７０万学生参加比赛,普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知识,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技能与实践能

力,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广东省是我国最早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省份,目前绝大部分省市

都有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目前,每年有上百场与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的论坛、研讨会、讲座在国内

高校举行.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万名就业指导师培训计

划,提升就业指导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清华大学是国内最早专业化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的高校之一,



建立较为完善专业的职业辅导体系,开设面向本科生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Know About
Business创业基础”课和面向研究生的“职业素质拓展训练”课程.北京大学全面启动职业规划教

育,成立“北京大学职业规划工作室”,开展“一对一”的职业规划指导与咨询服务.全国高校在认识

到职业生涯指导的重要意义后,逐步将国外经典的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引入到本校,职业规划也逐渐

被纳入大学生的课程,初步形成了我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理论与指导的基础.

三、“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模式的构建

近些年来,我国在生涯规划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

丰硕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解决.一是学校重视程度不够,注重对学生的

专业教育,忽略对学生生涯规划的引领,学生缺乏生涯目标与前进动力;二是注重生涯规划教育课程

的学习,忽略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不能满足生涯规划教育的实际需求;三是依赖生

涯规划教育活动的开展,忽略生涯规划教育理论的研究及课堂教学,学生缺乏理论支撑,达不到深层

次效果;四是重视开展生涯规划教育,但是针对性还不强、系统性还不够,未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
本文以当前国内外生涯规划教育理论及实践现状的研究为基础,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以系统

性、实用性、前瞻性为视角,提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大班教学”与“小班讨论”相结

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模式,建立“掌握工具→认识自己→认识社会

→设定目标→制定规划→行动执行”的生涯规划逻辑模型,引领大学生科学规划职业生涯,助推其

实现职业理想和人生目标.
(一)构建“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体系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美国管理学家梅奥说:“人
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集体之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这充分证明了认识自

己和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再精致的地图也不能引导你到达想去

的地方;假如你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再美好的生涯设计终会成为南柯一梦.我们只有知道“我
是谁”和“我在哪”,才能知道“去哪里”和“怎么去”,最后付诸行动.

１ 开展一系列生涯规划讲座

讲座主要包括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导论、大学生自我认知、环境认知与职业决策、目标设定与

行动计划、职业生涯规划书撰写等内容,引导学生把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比如

决策平衡单、SMART、生涯彩虹图等工具,唤醒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
计划能力、决策能力、行动能力,解决如何“运用工作”的问题.

２ 进行一次职业测评活动

测评主题是“探索自我、认知自我”,主要包括兴趣、价值观、性格、能力等内容.事实证明,兴趣

等已成为衡量职业满意度和维持职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１１].职业测评是认识自己,提高职业认同

和职业适应能力的重要方法[１２].测后生成生涯测评报告,生涯导师对测评结果进行专业解读,引
导学生从兴趣、价值观、性格、能力等方面更加系统地认识自己,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３ 参加一系列生涯规划实践

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生涯微电影拍摄、生涯人物访谈、社会实践等,让学生走

出校园、深入社会,开展创新创业体验,深入岗位实践,了解社会选人标准等.通过生涯实践促进学

生了解环境和认识社会,解决“我在哪”的问题.

４ 组织一系列生涯规划沙龙

沙龙主要涉及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的职业成长、读研与留学深造等主题,让学生在互动的

思想大碰撞中明晰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并确立目标,解决“去哪里”的问题.

５ 制作一份职业生涯规划书



每个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与工具精心设计一份生涯规划书,把对自我的认知、环境的认知、设
定的目标、行动的计划固化下来,成为行动的指南,解决“怎么去”的问题.

(二)“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体系的保障支持

１ 积极营造生涯规划教育氛围

(１)成立生涯规划协会,为学生搭建自主发展的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生涯规划教育活动中.
(２)组建由辅导员、学业导师、就业创业课程讲师、企业导师组成的生涯教育导师组,确保每个

学生都有一位专业的生涯导师.
(３)建立生涯教育个体咨询室,营造轻松自由的环境,为学生和导师搭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

交流的平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４)将«生涯规划与发展管理»作为学生的通识必修课,促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结合.
(５)强化朋辈影响,从毕业院友中挖掘一些科研达人、世界名校学子、职场明星等,定期邀请他

们回校现身说法,树立标杆.

２ 注重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研究

(１)将生涯规划教育纳入人才培养规划与改革的体系中,进行系统研究和设计.
(２)组建专业的生涯规划教育研究队伍,针对每届学生开展生涯教育前的现状调研、生涯教育

后的效果评估、职业测评结果群体分析、毕业生流向分析等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确保生涯教育

实施计划制定的针对性以及过程控制和调整的有效性.
(３)针对生涯规划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呈现出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以及试验中的经验做法,

组织开展相关理论研究.

图１　“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模式及逻辑模型



四、“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实施计划

重庆大学弘深学院是重庆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基地,是培养“研究型后备人才”的创新实

验学院,统筹全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过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

全面协调发展,为学生的继续深造与后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五个实验班每年招生１５０人,学生

通过二次选拔产生,涵盖重庆大学１１个学院３０个专业.本文重点论述拔尖创新人才生涯规划教

育模式的构建,以重庆大学弘深学院为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为促进弘深学子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职业生涯,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人生目标,进一步明确学习

目的和自我发展方向,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让学生“学习有动力,成长有平台,竞争有

实力,发展有空间”,自２０１１级以来,弘深学院已连续四届在学生中开展“五个一”生涯教育实践活

动,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生涯规划教育实践以团队形式开展,讲座、沙龙、实践相结合,将学生分

为１２个生涯小组,每３个小组配备１名生涯导师.
表１　弘深学院２０１３级生涯教育实施计划

时间 讲座/活动 主题 主讲/嘉宾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 生涯规划讲座 第一场
自我认知
生涯实践一:美景探索

生涯教育专家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 生涯规划讲座 第二场
职场认知、决策、目标与计划
生涯实践二:职业探索

生涯教育专家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职业测评活动
职业测评活动
生涯实践三:诚信探索

生涯导师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生涯规划沙龙 第一期
职业兴趣专题
生涯实践四:美食探索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生涯规划沙龙 第二期
性格专题
生涯实践五:服务探索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９月 生涯规划沙龙 第三期
生涯能力与价值观专题
生涯实践七:创新探索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生涯规划沙龙 第四期
生涯环境与职业认知专题
生涯实践八:学习探索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生涯规划沙龙 第五期
生涯决策、目标与计划、执行专题
生涯实践九:微电影探索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生涯规划沙龙 第六期 生涯管理专题 生涯导师、弘深优秀学长

２０１４年底或２０１５年初 召开弘深学院２０１３级学生生涯教育总结表彰会,对表现优异的团队、个人进行表彰

五、“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效果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修订的职业成熟度问卷[１３],以弘深学院２０１１级、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２０１４级四届

学生为被试,对他们接受“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的前测、后测进行比较研究,论证教学改革的可行

性;选取接受“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的弘深学院经管、电气、机械、土木、电子信息５个专业学生,与未

接受“五个一”职业生涯教育的其他学院相关５个专业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对生涯规划教育进行追踪.
(一)学生的生涯成熟度有显著提高

职业成熟度是衡量大学生职业生涯认知、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１４].根据统计数据,通过对比

分析发现,在“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重要程度”、“对职业生涯规划需求程度”、
“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七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增幅.这说明“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对

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总体是有效的,大大提高了他们对于发展的认识程度.尤其是“有明确的理

想和目标”方面从４５．３８％提升到７７．８６％,增幅达到３２．４８％;“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重要程度”方面从

７４．２４％提升到９８．２９％,增幅达到２４．０５％;“清楚自己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计划”方面从５６．６９％提升



到９２．８４％,增幅达到３６．１５％.
表２　四届５７４名学生生涯成熟度前后比较

项目 生涯教育开展前 生涯教育开展后 差距

有明确的理想和目标 ４５．３８％ ７７．８６％ ３２．４８％
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重要程度 ７４．２４％ ９８．２９％ ２４．０５％
对职业生涯规划需求程度 ６８．１３％ ９１．４１％ ２３．２８％
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 ５３．２５％ ７５．４５％ ２２．２０％
自己的职业发展所面临的优势和劣势 ３５．７２％ ５７．６３％ ２１．９１％
了解你专业的职业能力要求及社会需求 ２５．４１％ ４９．８７％ ２４．４６％
清楚自己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计划 ５６．６９％ ９２．８４％ ３６．１５％

　　(二)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识有明显提升

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开展前后比较,生涯教育开展后,对职业生涯规划认识总体水平达到

M＝３．８５,成绩良好.其中,提升最大的是对职业生涯规划方法的认知,提升值达到０．４６.学生通

过生涯教育知道如何进行生涯规划,系统学习了生涯规划的方法和工具.与此同时,值得加强的是

“在大学期间逐步完成职业生涯规划”、“需要修读相关职业规划课程”、“借助社会力量”等方面.
表３　四届５７４名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开展前后数据对比

项目 生涯教育开展前均值 生涯教育开展后均值 差距

职业生涯规划内容认识 ３．５２ ３．７８ ０．２６
职业生涯规划方法认识 ３．４３ ３．８９ ０．４６
职业生涯规划意义认识 ３．５９ ３．８７ ０．２８

总体水平 ３．５１ ３．８５ ０．３３

　　(三)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认可度高

学生开放式书面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认可的.在谈到收

获时,有同学说,“生涯规划开启了认识自我这扇大门,它不仅是对职业,而且对一生都是十分重要

的.认识自我,明确方向,在我们的头脑中画上一张地图,我们对未来不再迷茫!”有同学说,“生涯

规划让我对自己的人生职业目标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未来的工作有了充分的准备,我明白了自己该

做什么,该准备什么.”有同学说,“有规划、有目标,才能在前行的道路上看得更长远,才能做出正确

的选择,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只有规划好你的时间,才能规划你的未来.”有同学说,“通过生涯

教育,我对性格、优势劣势有了系统了解,同时通过职业规划书正式地制定了自己的短期目标.”有
同学说,“通过生涯规划,我明白了此刻的我,需要做的是抓住点滴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和一切可利

用的资源提升自己.”当然,有同学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有同学建议,“生涯规划书

不要循规蹈矩.”有同学建议,“加强生涯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
(四)生涯规划教育对学生的引领作用显著

在生涯规划教育的引领下,学生的发展目标越来越清晰,理想梦想越来越高远,更多的学生选

择继续深造学习,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根据学校就业中心数据统计,近年来弘深学院毕业学生到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水平大学深造读研的学生平均比例达５２．８％,到伦敦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国外名校深造读研的学生平均比例达１３．４％.
综上所述,“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在提升大学生对生涯规划的认识度,提高大学生的生涯成熟

度,引领大学生生涯成长,明确发展目标,形成内生动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值得推广.但是,在
推广中要结合学校和专业的实际情况.

六、“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推广的注意事项

(一)生涯规划教育要与专业教育结合

“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要与专业教育结合,只有将生涯规划教育中传授的理念、方法用



于专业的学习和个人生涯的成长,生涯规划教育才能发挥真正的效用[１５].在生涯规划教育中,学
生通过对老师、专业的认知学习,能够显著提高其对本专业的系统认识,从而提升专业教育的效果.

(二)要注重生涯教育的反馈调研

“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的落实要通过科学的教育效果评价进行认定.学校或学院应积极对生

涯规划教育的结果进行调查分析,真实调查学生生涯成长中的需求,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调整生

涯规划教育的举措.比如弘深生涯规划教育实践中,２０１１级开展的是５个讲座,２０１２级实施的是

两天讲座,２０１３级则减少为２次讲座,这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分析而进行的调整.生涯需求调研应

该成为常态,在需求基础上的教育才更具有针对性,满意度更高.
(三)生涯规划教育要更多依赖实践环节

在“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实践中,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的学习上,理论学习仅仅为６个学时,而
更多通过设计操作性强的生涯实践[１６],比如团队实践、美景实践、微电影实践等,通过有趣、好玩的

生涯实践,吸引学生真正参与到生涯教育中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五个一”生
涯规划教育的基本要求.

(四)以学生社团为依托形成组织保障

在“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实践中,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作为保障.例如弘深生涯教育实践

中,专门成立了生涯咨询室,为每个班级配备了一名生涯导师,生涯咨询室为学生的生涯困惑解决

提供个性化服务[１７Ｇ１８].同时,专门成立了生涯发展协会[１９],让高年级学生、本年级学生等加入,发
动更多同学加入到生涯教育实践中来,真正形成“导师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的生涯实践氛围和

生涯成长局面.
总结全文,“五个一”生涯规划教育模式,即开展一系生涯规划讲座、进行一次职业测评活动、参

加一系列生涯规划实践、组织一系列生涯规划沙龙、制作一份生涯规划书,是引领高校拔尖创新人

才健康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期望能为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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