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前沿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Frontier of Education Research

178

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实践研究

李妮妮

江苏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8i2.5835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中思政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教学，而是更加注重与现实

生活、学生个人发展相结合。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探索职业兴趣、规划未来

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思政课的融合成为提升教育实效性的新趋势。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践探索，

分析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其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效策

略和方法，为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生涯发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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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mbining with real life and
students' personal development.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explore career interests, and pla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al explora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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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research

引言

高中思政课作为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对于

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生涯规划教育作为连接学校教育与未来职业世界的

桥梁，对于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探索职业兴趣、规划未来发

展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思政课往往侧重于理论

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规范的灌输，缺乏与学生个人成长和职业

规划的紧密联系。因此，探索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的

有效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能

为学生的生涯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支持。

一、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在联系

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

系。这种联系体现在教育目标的契合性、教育内容的相互渗

透、教育方法的互补性以及教育作用的相互促进等多个方

面。因此，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政课中的生涯规划元素

在思政课中蕴含着生涯规划元素，包括生涯规划意识的

培养。思政课通过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向学生传达生涯规

划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生涯规划意识。通过引导学生思考

个人兴趣、优势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帮助他们初步形成生涯

规划的概念。还包括职业认知与探索，在思政课中，通过结

合社会热点、行业动态和职业发展趋势，帮助学生了解不同

职业的特点、要求和发展前景。这有助于学生拓宽职业视野，

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个人价值观的塑造，思政课注重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生涯规划方面，

这表现为帮助学生明确个人价值观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

职业规划技能的提升，社会责任与使命感的强调。在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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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入生涯规划元素时，还应强调学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感。思政课中的生涯规划元素包括生涯规划意识的培养、职

业认知与探索、个人价值观的塑造、职业规划技能的提升、

社会责任与使命感的强调以及实践案例与情境教学等方面。

这些元素的融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发展能

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二）生涯规划教育对思政课教学的补充与拓展

第一，生涯规划教育提升思政课的实践性与针对性。生

涯规划教育强调通过实践活动来帮助学生了解职业、认识自

我，并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这些实践活动可以包括职业体

验、职业调研、职业规划竞赛等。思政课可以借助这些实践

活动，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

对思政理论的理解和认同。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如社区服务、社会调查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社会责任和

使命。通过社会实践，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社会现实和职

业发展需求，从而增强思政课的实践性和针对性。第二，生

涯规划教育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生涯规划教育涉

及大量的职业规划案例，这些案例可以作为思政课的素材，

帮助学生理解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并激发他们的职业规划意

识。生涯规划教育中的情境教学法可以应用于思政课中。通

过模拟职业场景、设计职业规划任务等方式，让学生在情境

中学习和体验职业规划的过程
［2］。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

生的参与感和代入感，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相关

知识，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随着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生涯规划教育和思政课都可以充分利用

信息化教学手段来丰富教学形式。

二、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

（一）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第一，适应新高考改革的需求。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

中学生人生规划教育成为必修课之一，是学生适应新高考的

必然选择。将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明确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第二，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思政课旨在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

而生涯规划教育则关注学生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两者的

融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文

化知识，还具备良好的职业规划能力和思想道德品质。第三，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将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相结合，

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了解社会需求和职业发展趋

势，从而制定出符合自身特点和社会需求的职业规划。这有

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

力
［3］。

（二）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可行性

第一，教育目标的契合性。思政课和生涯规划教育的教

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契合性。思政课旨在培养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生涯规划教育则关注学生的职业

发展和人生规划。两者的融合可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互补和相

互促进。第二，教学内容的互补性。思政课和生涯规划教育

在教学内容上具有互补性。思政课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思

想道德的培养，而生涯规划教育则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规划

能力的培养。两者的融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更

加全面和深入的学习体验。第三，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思政

课和生涯规划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具有多样性。思政课通常采

用讲授、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而生涯规划教育则注

重实践、模拟、调研等教学方法。两者的融合可以充分利用

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第

四，教育资源的共享性。在实际教学中，思政课和生涯规划

教育可以共享教育资源。例如，可以共同组织职业规划讲座、

参观企业等活动，邀请职业规划专家或职场人士为学生提供

指导和建议。这种资源共享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与重视程度不足

第一，教学理念差异。思政课和生涯规划教育在教学理

念上存在差异。思政课更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思想道德的

培养，而生涯规划教育则更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规划能力的

培养。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在融合过程中产生教学理念和目标

上的不一致，影响融合效果。第二，重视程度不够。尽管生

涯规划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部分学校和教师仍对其重

视程度不够。他们可能更关注高考分数和升学率，而忽视了

生涯规划教育对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上的偏差

可能导致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的融合难以得到有效推进
［4］。

（二）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匮乏

第一，教学资源不足。一些学校在推进思政课与生涯规

划教育融合的过程中面临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例如，缺乏

专业的生涯规划教育教材、教学设施不完善等，这些问题都

可能影响融合的效果和质量。第二，师资力量薄弱。生涯规

划教育需要专业的教师来指导，但部分学校缺乏专业的生涯

规划教育师资。现有的思政课教师可能缺乏生涯规划教育的

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难以有效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三）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不完善

第一，教学方法单一。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过

程中，可能存在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

法可能过于注重理论讲授和灌输，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

实践性。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可能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影响融合效果。第二，评价体系不完善。目前，

对于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如

何科学地评价两者的融合效果、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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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缺乏科学的评价体

系可能导致融合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5］。

（四）实践环节与资源整合不足

第一，实践环节薄弱。生涯规划教育需要与实践相结合，

但部分学校在推进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过程中忽

视了实践环节的重要性。缺乏实践环节可能导致学生难以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影响他们的职业规划和未来发

展。第二，资源整合不足。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的融合需

要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包括学校资源、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

等。但部分学校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充分利用各

种资源来推进融合工作。这种资源整合的不足可能限制了融

合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四、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实践策略

（一）融合教育的课程设计

第一，明确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职业生涯的基本概念、

规划方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当前社会的职业发展趋

势和就业市场状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第二，整合课

程内容。思政课程内容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

德、社会责任等内容的传授。结合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引

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思政课程中的职业道

德、社会责任等内容与生涯规划教育中的职业规划方法相结

合，引导学生在规划职业时考虑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平

衡。结合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分析不同职业的社会需求和

发展趋势，帮助学生做出更明智的职业选择。第三，创新教

学方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案例，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中

职业规划的成功与失败原因，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通过角

色扮演的方式，学生模拟职场环境，体验不同职业的角色和

职责，增强对职业的理解和认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职业规划想法和困惑，共同探讨解决方

案
［6］。

（二）融合教育的实施路径

第一，结合教材，挖掘生涯规划教育资源。中思政课教

材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生涯规划教育资源。教师应深入挖掘教

材中的相关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模块中的职业知识、

职业要求和职业发展等内容，将其与生涯规划教育相结合。

第二，创新教学方法，提升生涯规划教育效果。运用情境教

学法，教师可以创设与职业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体

验职业角色，了解职业特点和要求。进行项目式学习，引导

学生围绕某个职业或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包括职业背景、发

展前景、所需技能等。第三，开发选修课程，丰富生涯规划

教育内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开发具有拓展

性和应用性的选修课程，如“职业规划与指导”、“职业心

理学等。这些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具体的职业规划知识和

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倾向和发展方向。第

四，加强社会实践，增进生涯规划教育体验。社会实践是生

涯规划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职业体

验、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职业

的工作环境和要求。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职业世界，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势，为未来的职业规划打下

基础。

（三）融合教育的师资培训与支持

第一。明确培训目标。首先，需要明确师资培训的目标，

即提升教师对生涯规划教育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及将生涯

规划教育与思政课相融合的教学技巧。通过培训，使教师能

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第二，制定培训内容。生涯规划教

育理论学习，讲解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实用技

巧，使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分析当前社会的职业发展

趋势和就业市场状况，帮助教师了解职业世界的最新动态
［7］。

第三，选择培训方式。邀请生涯规划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进行讲座，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组织教师参加

研讨会，进行小组讨论和交流，共同探讨思政课与生涯规划

教育的融合问题。利用网络平台提供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

方便教师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第四，提供持续支持。为教师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如教材、教案、教学视频等，帮助他

们更好地实施融合课程。建立教学资源库，方便教师随时查

找和获取所需的教学资源。建立教学指导与反馈机制，定期

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鼓励教师参与课题研

究、论文发表等学术活动，提升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五、结语

展望未来，高中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

是教育创新的需求，更是时代发展的呼唤。随着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未来的职业世界将更加多元化和复

杂化，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生涯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

心态，不断探索和实践思政课与生涯规划教育融合的新模式

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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