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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促教，“把脉开方”，北大专家团队助力我市高中生涯教育发展——

关注生涯教育“预见”未来的自己

目前，我国高中阶段生涯教育是通过生涯知
识技能、信念、兴趣、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
帮助学生养成有尊严、有追求、有觉悟的心智模
式，形成适合自己个性发展需求并满足社会发展
需求的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新高考
要求学生根据兴趣和自身发展规划确定选考科
目，进一步依据专业确定大学。不管是学科选择、
志愿填报还是学生未来长远发展都缺不了高中阶
段的生涯规划教育。伴随着自治区进行新高考改
革，高中教育相关的改革正逐渐铺开，我市也逐步
在普通高中构建一体化生涯教育系统。

3月18日，在市第十四中学会议室内，市教育
局与北京大学专家团队就我市高中教育发展现
状、经验和挑战以及生涯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座
谈。专家团队此次来呼，分别针对市教研室、市第
十四中学、市第六中学、武川一中等试点学校进行
深入调研，全面了解学校发展历史、校园文化、教
学管理、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情况，并针对我市
教育实际情况，制订了课题实施方案。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文梅多
次带队前往北京进行合作项目的洽谈，她表示：

“呼和浩特作为首府，在政策、地源、师资、办学等
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但短板也确实存在。通过
多次与北大、北师大、首师大教育集团等高等院校
洽谈，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方面达成
了合作意向。我们选取了部分中学，就高中学生
发展与调研、生涯教育生涯导师发展的行动研究
等方面与北大团队进行深度合作，旨在促进教育
均衡，合力推动我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我
市打造全区‘教育中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朱红研究团队针对我市教
育实际情况，制订了课题实施方案，在未来三年，
拟通过“区域研究”“迭代共享”“打造共同体”“教
师生涯专项”四种模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
师资资源共享、推动学生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我
市教育公平，让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最终形成我市
更多元、宽容、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

第一种模式是区域研究模式，即以教育局为
核心，在全市进行学生、家长和教师的问卷调研
以及深度的访谈，通过调研形成一个数据库，可
以为区域教育决策以及学校的教育管理提供科
学的数据。

第二种是迭代共享模式，我市有生涯教育起

步比较早的学校，已经积累了一些很好的本土化
经验，通过与这些学校和老师的合作，一起来打磨
本土化的课例，让前沿的教育理念能够真正深入
到教学一线中，让一线老师的实践更有深度。这
个过程中，还要带动薄弱学校来参与到课例的研
讨、学习和建设中，这样就可以把优秀的本土化生
涯教育的课例辐射到生涯教育刚刚起步的学校，
起到资源共享的作用。

第三种模式是选取两所典型性的学校打造生
涯共同体。专家团队会对两所学校进行全方位的
干预，从教师培训、教师个人成长、家长教育、学生
德育活动等多方面来助力学生生涯教育。

第四种模式是教师生涯专项模式，即选取一
所生涯刚刚起步的学校，进行教师个人生涯规划
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这四种不同的模式，能够针对
不同的学校，总结出呼市本土化的经验，来为呼市
教育的整体改革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副教授朱红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学生发
展为核心，让大家认识到学业的发展是和学生的
身心健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一个孩子了解了
我自己是谁，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如何
度过我的一生，他的学习才会有更强劲的内驱力，
他的身心健康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他的学业才
能够不断地激发出潜力。这是我们整个项目最核
心的价值所在。”

朱红表示，本课题计划旨在构建“以促进学生
发展为核心”的区域性一体化大生涯教育体系，具
体途径包括区域内生涯导师队伍发展、本土化生涯
教育课程研发及不断创新、打造“学生—家庭—学
校—社会”一体化生涯发展共同体、实现区域内生
涯教育资源共享，以及基于实证研究促进科学的生
涯教育决策等。

目前，我市高中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在生
涯教育实践方面刚刚起步，尽管市教研室已经开
始为学校教师提供系列生涯教育培训，各校也开
始派送教师到新高考改革地区考察学习优秀的
生涯教育实践经验，但在高中生涯教育教学研究
中，仍有很多困难需要专家团队提供支持和指
导。在与市教研室的座谈中，教研员们都感到受
益匪浅。

市教研中心主任于秀娟对这样的合作模式充
满期待，她说：“我市中学生涯教育教研工作的开
展需要‘生涯理论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总结完

善理论’双重路径。教研工作是学校教学实践与
教育教学理论的衔接点，希望朱红教授及其团队
在生涯教育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专业研究和团队
资源，能从科研方法指导、生涯顶层设计、课题科
研能力、特色教育模式、科研数据资源几方面提供
支持，推动我市深度教研工作有效开展。”

“做好薄弱学校的规划是教育质量均衡提升
的第一步。我们双方会不断协商、磨合，直到提出
更适宜我们本土的措施。”朱红说：“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被看到、被欣赏，都能够
有自己更美好的、愿意去追求的人生和未来。”

据悉，今后，市教育局将继续引进优秀团队、
搭建项目平台，切实指导学校开展生涯教育工作，
真正实现生涯教育的专业、高效和落地，促进学生
个体的长远发展。

市第十四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徐月琴表示：
“我校在生涯规划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生涯
规划课也是学校的必修课。但是目前在深度上和
广度上都亟需专家团队替我们‘把脉’，从形式上、
活动内容上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指导，让生涯规划
真正在学生选科过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市第六中学了解到，就
生涯教育，希望得到北大团队这些方面的帮助：
学校方面，协助学校设计打造生涯教育共同体的
校本方案，协助建立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制度，为
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生涯规划方面的专业辅导
奠定基础。教师方面，定期组织与教师线上线下
的交流研讨和培训指导，为教师在个人生涯以及
生涯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惑提供咨询；希望可以提
供优秀的生涯教育课例推动生涯教育课程质量
的提升；同时希望团队带领学校有意愿参与生涯
教育的教师共同参与调研等活动，提升对学校教
师方法论方面的指导，为生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打下基础。家长方面，定期开展调研和有针对性
的生涯培训指导，帮助家长成为孩子生涯教育的
重要支持者和指导者。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武川县第一中学了解
到，学校在生涯规划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教师对生涯规划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尤其是教师
生涯规划在学科领域的渗透意识不足，学生也存
在缺乏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欲望和动力。校方
表示亟需专家团队能协助学校设计打造生涯教育
共同体的校本方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一
些指导意见，以利于后期对学生生涯规划的教育
和学生对科目的选择。

伴随着新高考改革，为推进我市高中生涯教育发展、促进学生

发展、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 市教育局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朱

红研究团队经过前期试点、不断协商，于2022年8月达成了“建构呼

和浩特市普通高中一体化大生涯教育系统”的课题研究合作意向，

并于2023年在我市各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大生涯教育的干预研究。

目前，该课题计划正在我市试点学校进行中。那么，为什么要

开展生涯教育？具体采取哪些模式推行？学校希望帮忙解决哪些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杨志伟

高中阶段亟需开展生涯教育

三年四种模式推行生涯教育
高校理论研究优势

与基础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一次探索

学校希望在生涯教育方面获得这些帮助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朱红正在了解我市高中生涯教育开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