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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适合读普通高校还是读职业院校？ 填报志愿时主要选专业
还是选学校？ 决定未来职业时优先考虑个人兴趣还是就业前景？ 这
些都是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内容。 做好生涯规划对孩子的学习
和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具体应该怎么做？ 家长在其中能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高女士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女儿15岁

说到为孩子做生涯规划 ， 我认
为 ， 首先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性格特
征， 再从他们的兴趣爱好角度出发进
行规划。 我的孩子今年刚刚参加中考，
成绩一般，没有考上高中，选择了职业
教育。 对此，我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
并认真了解了多所职业学校和相关专
业， 最终和孩子协商一致， 选择了医
药卫生类专业中的护理学方向。

作为家长， 我们自然都会望子成
龙、 望女成凤， 但同时也要面对现实，
毕竟比起学历、 成绩， 我更希望孩子
能健康、 快乐。 因此， 从小在学习方
面， 我没有给她很大压力， 常会鼓励
她条条大路通罗马 ， 即便中考失利 ，
我和孩子爸爸也没有埋怨她， 而是积
极地帮助她选择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
的女儿从小自理能力特别强， 自己的

书包， 房间都能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
注意到孩子的这个特点后， 又结合她
从小很崇拜医生， 希望长大后能成为
一名医护工作者的心愿， 经过与全家
人商讨， 选择了护理专业。 刚开始我
也多少会认为， 这个专业将来的工作
就是 “伺候人”， 可是当我深入了解护
理行业发展前景以及具体工作情况
后 ， 扭转了观念。 医药护理类专业会

学习儿科护理、 护理技术很多实用技
能 ， 在就业方面十分有优势 。 而且 ，
学校还能提供 “3+2” 中高职一体化
教育， 孩子如果想继续深造， 也有发
展平台和渠道。

在我看来， 做生涯规划， 不是要
求孩子一定要达到什么高度， 而是帮
孩子选择一条最适合他们自身的人生
道路。

做生涯规划 要先了解孩子性格特征

刘女士 办公室文秘 儿子15岁

我认为给孩子做生涯规划一定要
趁早， 而且家长也一定要做足功课 。
孩子小时候完全靠家长主导， 但是稍
微大点就要以孩子兴趣为主， 尊重孩
子的意见， 家长这时就变成提供各种
信息资料的角色了。

我家儿子小的时候， 我给他报了
很多班， 让他尝试不同的活动， 现在
唯一在坚持的就是击剑。 我觉得这很

正常， 要给孩子尝试的机会， 慢慢找
到自己真正喜欢的。 现在孩子慢慢长
大了， 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认
为让孩子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走， 或许
会走点弯路， 但方向不会错。

还有， 就是我们帮孩子做职业生
涯规划时，目光一定要长远，不能就盯
着热门专业，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有
可能现在的热门专业几年后就不热了。

虽说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太注意成
绩， 但成绩确实能说明一些东西。 就
拿我家孩子来说， 他数学从来没有上
过辅导班， 但成绩在班里不算差， 这
表明孩子肯定喜欢数学， 数学老师也
不错， 未来我就准备给孩子选择应用
数学、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经济统
计学、 投资学、 金融工程等专业。

我们做家长的要多带孩子探索不

同的职业， 可以带孩子去自己工作的
场所看一看， 在亲朋好友聚会上做生
涯人物访谈， 还可以去有意向的大学
转一转， 并在探索后问问孩子的感受，
将内外信息和自我认知不断进行整合。

另外， 家长自身也要多了解不同
职业领域的教育路径， 研究各领域的
要求， 帮孩子选择适合他们的学科和
大学专业， 为孩子提供明智的建议。

给孩子做生涯规划要趁早

人的一生通常会经历升学 、 结
婚、 成家、 就业等很多事件， 它们铸
就了人生方向 ， 这样的历程称为生
涯。 生涯发展有两个核心点：一是怎么
做好选择， 比如在小学选兴趣社团 ，
到初中考虑升学方向， 再到高中学科
组合选择、 填报高考志愿等， 需要进
行关联的思考 ， “我喜欢做什么 ”
“我能干什么” “我适合干什么”， 最
后确立下来 “我到底做什么”。

二是一个人对自己兴趣、能力、价
值观以及人格特征方面的认识， 这个
认识不是纯心理学的，而是跟工作、高
校专业相关联， 和一般的生活兴趣不
完全是一回事。 这里更多的是指职业
兴趣、职业能力、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
性格等方面，把“小我”在跟工作环境、
学习环境等“大我”对应的过程中 ，找
到“我是谁”这样一个灵魂的东西 ，专
业名词叫自我概念。

这里重点讲讲兴趣， 因为这个是
很多年龄段都需要了解的。 如果能挖
掘出兴趣， 使学习基于兴趣， 有兴趣
才能更好地学习， 也带来擅长能力的

塑造。 家长跟孩子谈兴趣的时候， 可
以按照和未来专业、 职业匹配的框架
来讨论， 最简单的就是了解孩子是喜
欢跟人打交道 ， 还是喜欢和物打交
道； 喜欢创意灵动， 还是喜欢按步骤
走， 从而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生涯规划不只是去写规划书， 要
拿出大量时间来懂自己、 明环境， 让
孩子产生自我效能感， 对未来和现在
的环境有所期待。 自我定位时可以基
于兴趣和内部动力， 兼顾外在的现实
因素， 这样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更有
动力， 在这个基础上做阶段性的总体
安排， 这是生涯规划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对学生有更多新的关注
点， 比如家长不能时时刻刻只盯孩子
的成绩， 还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和生涯
规划因素， 实现特长、 兴趣与选择的
匹配 。 无论是从促进孩子成绩的提
升， 还是让孩子未来有美好生活的角
度着想 ， 我们都应该从学业 、 心理 、
生涯方面关注孩子的整体发展。

具体怎么做呢 ？ 孩子在成长期 ，
特别是小学阶段， 可以在打开过程中

慢慢寻找兴趣， 后期再叠加能力优势，
把 “小我” 跟外在的学科、 专业、 职
业有意识进行关联， 把 “小我” 不断
安放到 “大我” 过程中， 中间可以有
调整。 关键时期促成孩子关键的成长，
不一定花很多精力， 哪怕是在乘出租
车时、 跟朋友聊天时， 都可以丰富孩
子的一些见识和体验。

有的家长说小孩有志向没有规划，
那要看孩子的年龄。小学低年级的认知
水平有限，家长要引导帮助孩子培养规
划能力；初中会有一些分化，到了高中，
很多孩子的规划已经做得非常具体，具
备了一定的规划能力。 总体来讲，家长
要协助孩子了解整个求学阶段的发展
轨迹， 知道所处的学段会发生哪些大
事， 这些大事按什么时间节点发生，据
此做好相应规划。有家长问孩子感兴趣
的职业经常变化，什么时候才能最终确
立自己的人生方向。 其实变化很正常，
整个人生都处在动态变化中，只是在某
个节点需要选择的时候做决定，家长不
必焦虑，可以观察孩子。小学、初中阶段
更多的是靠活动、靠观察，也看看孩子

讲出来的兴趣跟家长观察的是不是一
致。 到了高中不妨进行多次测试，比如
进校时了解孩子的兴趣，选科时继续了
解其兴趣和学业优势，定志愿方向时再
观察孩子的兴趣性格、能力以及未来职
业愿景，综合考虑进行适合的匹配。

家长千万不要被一两次兴趣、性格
测评就形成固化结论， 一定要把测评、
观察、交流等多个路径结合起来，并经
历循环递进的多次研判，这样对孩子兴
趣的指导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出入，偏差
概率才会小一点。

本报记者 任洁 杨琳琳 张晶

从学业、心理、生涯方面关注孩子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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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引引导导孩孩子子
做做好好生生涯涯规规划划

范先生 国企部门经理 儿子17岁

儿子从小喜欢文科， 特别爱读历
史书籍， 但考虑到文史专业不容易找
工作，上高中后，我就要求他放弃个人
爱好，多在物理、生物科目上用功 ，将
来报生物工程类的热门专业。 孩子虽
然答应了，但一年下来成绩接连后退，

就连之前成绩不错的语文也考砸了。
寒假里，我和儿子促膝长谈， 交流

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发现孩子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主意。 他说起敦煌、 大同
等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双眼发亮， 那
种神态是我很久没见过的， 收集资料

之全面让我惊讶， 他还查阅过近五年
高校的就业率， 他说愿意尝试文史专
业。 我想可能这才是适合他的职业道
路 ， 虽然无法赚大钱 ， 但是他喜欢 ，
家长只能支持孩子， 毕竟那是他的人
生， 如果选错专业， 干不喜欢的工作，

他一辈子都别扭， 也投入不进去。
退一万步说， 孩子将来后悔了想

转专业， 起码也为梦想努力过， 不会
后悔， 所以我决定不再干涉孩子， 让
他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奋斗吧， 我
们做好后勤保障， 支持他圆梦。

孩子为梦想努力过就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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