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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学生的自我认识、情绪智力、人格特质，分析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涵

相关性；通过研究人本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与心理动力论、特征—因素论与人格特质论，分析高职心理健康教育

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理论基础相关性，探讨两者相融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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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students' self-awar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analy-

s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contents betwee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Then through the study of human-

ism theory,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psychodynamic theory, trait-factor theory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ory, this research

analys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heories betwee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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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内涵的相关性
近年来，各高职院校开始重视学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旨在指导学生的学习规划、求职规划与初入

职场的规划，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以各种教育形式纳

入学生的学习内容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虽然为一

门新兴课程，但仔细分析发现，其与一门开展较为

成熟的课程——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有些许相似之

处，国内外大量研究也揭示了其相关性。

心理健康教育重在提高自我认识、完善自我，

而自我认识是有效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前提，因此

心理健康教育对职业生涯规划具有促进作用。据调

查发现，高职生四大常见心理问题——茫然、抑郁

心理、自卑心理、焦虑心理与人际交往困惑心理皆

因自我认识不足或认知失调引起，严重影响着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推进。董镕通过访谈法与干预

组—空白组对照实验法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认识对

其职业生涯的意义，结果表明影响大三学生职业困

惑的主要原因包括自我认识、专业认同、职业认

识、政策理解以及职业规划等五方面，其中自我认

识为首要因素。而有效的职业规划也能促进健康心

理的发展（如学习心理）。心理学家在研究大学生

学习动机中发现，以求职作为学习动机的高职高专

大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情绪健康是健康心理的重要方面，近些年也成

为大学生职业素养的热门研究归因。Liptak(2005)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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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大学生应聘时，情绪智

力与他们的工作相关技能是同样重要的。[1]王丽霞

(2011)研究发现对于职业态度和个人调适而言，大

学生对情绪的关注水平与自我同一性状态能在很大

程度上解释其在职业成熟度上的差异。[2]尤其是情

绪辨别、情绪恢复能力可促进科学择业态度的建立

以及在择业过程中学会主客观要求的协调一致性，

因此培养和锻炼大学生的情绪辨别能力和情绪恢复

能力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吕爱芹

(2008)发现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对职业成熟度有直接

的预测作用，而梁晓燕(2010)等也发现了，大学生

的情绪智力在职业价值观的职业成熟度过程中起完

全中介作用。王怀勇(2010)等还探讨了大学生的情

绪智力对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显著影响。[3]

人格健全是心理健康的基础，而了解自己的人

格特质能更好的帮助大学生规划职业与适应社会。

刘丽红(2013)对 411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开放性、责任心分别与择业

效能感与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宜人性与择

业效能感和职业成熟度存在显著负相关。[4]

二、心理健康规划与职业生涯规划的相

关心理学理论基础
（一）人本主义理论

20 世纪50~60 年代，在罗杰斯与马斯洛的推动

下，人本主义思潮席卷了整个心理学界，其在人的

职业选择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心理学

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 1943 年在《人类激励理论》

论文中所提出“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

生 理 需 求 (Physiological needs)、 安 全 需 求 (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称为社交

需求)、尊重(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
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人本主义

的罗杰斯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

现，把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归结为潜能的发挥，而

潜能是一种类似本能的性质。他在《论人的成长》

一书中指出：“人的成长不是等心理疾病发生以后

再进行矫正，而是要在教育中促进新一代人的健康

发展。”[5]因此受人本主义理论启发，心理健康教育

一直“以学生为中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

注重学生的个人特质与自我实现。受罗杰斯的自我

实现论发展性观点启发，职业指导领域先后出现了

罗伊的人格理论、萨伯的职业生涯理论等。罗伊主

张职业指导不仅仅是职业生涯咨询的问题，而是生

涯教育，他从不同的层次心理需求的研究发现，不

同的心理满足感和失落感对今后职业生涯的选择有

着极大的相关性[3]。萨伯对心理学的各个方面做过

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后，提出了有关职业生涯五个基

本阶段，即成长 (从出生到 14 岁)、探索 (15~24
岁)、建立(25~44 岁)、维持(45~65 岁)、哀退(65 岁

以上)，而高职生正处在探索阶段，生涯发展的任务

是使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特定化并实现职业

偏好。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心理动力论

精神分析理论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创建的治

疗神经症的一种方法。其以潜意识学说为基础，提

出了系统的人格理论，包括人格结构（本我、自

我、超我）与人格发展的理论（口腔期、肛门期、

性器期、潜伏期、生殖期），以及探索潜意识的方

法论如释梦论、过失论等，这些理论长期不断发

展，不仅为精神科临床实践与心理咨询提供有效途

径，还成为心理健康教育中进行人格探索与自我认

识的教学手段。美国心理学家鲍丁以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了

一种强调个人内在动力和需要等动机因素在个人职

业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指导理

论，称之为“心理动力论”。心理动力论认为职业

选择为个人综合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结果。个人

在人格与冲动的引导下，通过升华作用，选择可以

满足其需要与冲动的职业。职业指导的重点应着重

“自我功能”的增强，若心理问题获得解决，则包

括职业选择在内的日常生活问题将可顺利完成而不

需再加指导。

（三）特征-因素论与人格特质论

随着职业指导的发展，心理学家更加注重人职

匹配的研究。在《选择一个职业》一书中，弗兰

克·帕森斯教授提到人的需求与职业相符合是职业

选择的关键所在，之后，他提出了著名的特征-因
素论三要素。要素一，了解职业的相关信息并分析

具体对个人的基本要求。要素二，了解个人自身的

需求及其心理特征。要素三，综合两者之间的内在

联系，相互结合。其中要素二就是高职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重要内容。

著名的心理学家、职业指导专家霍兰德提出了

人格特质伦，其根据劳动者的心理素质和择业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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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将劳动者分为社会型、企业型、现实型、常规

型、研究型、艺术型六种类型。如今高校流行的霍

兰德职业兴趣量表就是根据人格特质理论制定的，

意在特定的人格特质适应特定类型的职业。而关于

人格特质的解读与职业兴趣量表的分析离不开心理

学专家与心理健康教师的指导。

三、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相融合的可能性探讨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相关与重合

目前，我国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仍处于起步

阶段，因此对于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教学目标

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

就是引导高职生在校期间促进对自身的了解并确定

好自己职业目标，规划好实施路径，及时反馈并加

以调整以实现职业目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自己

兴趣、特长、个性、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了

解与探索。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包括高职生自

我认知、职业能力、职业世界探知以及职业决策技

术四个方面。

而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已从预防性教

育向发展性教育转变，以潜能开发与良好心理素质

为培养目标，自我认识与自我规划相结合，人格健

全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培养学生具有积极面对生

活，乐于面对挑战的态度与品质。根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主要围绕这六个方面展开：心理适应、情

绪管理、学习心理、人际和谐、自我探索、健全

人格。

相比较之下，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高职心

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有一定的重叠性。在教学内

容方面，除职业世界探知（具体包括对职业与专业

关系、职业环境分析等）与职业决策技术（包括生

涯决策平衡单等的运用）为高职生生涯规划教育独

有教学内容外，高职生自我认知（具体包括对自身

气质、性格、能力、价值观、兴趣等的认知）和职

业能力（具体包括人际交往、情绪管理能力等）与

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高度相关。

可见，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可提高高职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调整良好的心理状态应对变化的外

部环境，同时，也为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奠定了自

我意识、人格特征等个人内环境建设的基础。

（二）教学形式的学习与借鉴

随着社会与高职院校对高职生心理健康状态关

注度的提升，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形式已逐渐

从以往的说教式解放出来，形成富有鲜明学科特点

的，以心理活动与课堂研讨相结合为主，再结合案

例教学、视频教学等其他方式为辅的特色体验式教

学形式。还有与之配套的特色课外辅助——心理咨

询与团体心理辅导，皆有效地帮助高职生自我心理

调适。

虽然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还没有形成自身固

有的教学形式，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可对高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形式进行科学延用。如陶炳勇(2009)提
出开展以成功心理为核心的心理素质训练活动，可

通过心理分析、心理训练和行为训练，强化受训者

的积极心态、规划成功目标、勇于成功实践，是作

为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助教学不错的选择。[6]而更多

的学者通过实践证明，以职业心理或职业能力辅导

为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技术在团体领导者的带领下

形成团体互动的力量和意图性的团体经验，更有利

于受训者提升自身的职业认知力。

（三）新课程开展的困境与限制

高职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门新课程，应以怎样

的形式进行有效开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调查

发现，由于多方条件限制，大部分高职院校没有独

立设置职业生涯规划课程，而是将课程内容以讲

座、学生活动形式呈现或部分融入到就业指导与思

政教育中。但是，这些对提高毕业生对未来工作的

适应力、调整就业方向及进行再创业等重要方面，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职业生涯规划需要对个人职业

选择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有充分的了解。有的学者用

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来表现。[3]内职生涯观中

的个性化分析与深度的自我认识，如自身职业素质

与职业能力，会影响其对外职生涯观的认知。要想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学生的职业成长达到全方位的

效果，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尽早的系统引导学生开展

对自己个人职业选择主观因素的分析。

与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相比，高职心理健康

教育的发展要扎实和完善得多。随着心理健康教育

在高校的普及，2011 年被教育部列入高校必修课程

范畴，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的大一公

共必修课之一。近些年，心理健康的内涵也逐渐从

临床精神医学的理解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解转

变，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也逐渐从预防和干预为

主、发展为辅向发展为主、预防与干预为辅转变，

(下转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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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自己的优势，既可以根据一般的管理办法引进普

通的人才，也可以根据“柔性”的办法，聘任一些

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参与教学管理。只有这样，才

能充实教学管理队伍，提升管理水平，改变以往状

态，加强创新意识与服务意识。

总之，民办高职院校教学管理队伍建设的问

题，与办学体制、治校治学的理念、内外环境的营

造不无关系。要做好民办高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国家的政策支持、办学主体的战略策划、学校内涵

发展的制度改革等，都要有机联动，综合推进。其

中，没有高素质的教学管理队伍，民办高职要创建

品牌，人才培养质量要稳步提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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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教育从被动式防守状态中解放，重在促进自

我认识与人格健全。可见，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可以

承担高职生涯规划教育内职业生涯的教学，不仅减

轻了学校课程负担，还增加了两门课程的教学

效果。

四、总结

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因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化

特点，必然和高职生的心理个性、心理发展密切相

关，与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

见，高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高职心理健康教育可

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如在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中增

加一部分职业能力、职业兴趣与人之匹配的学习与

测试，心理咨询室增设职业心理与生涯规划咨询，

能有效解决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中的内在因素的探

索，减轻院校对职业涯规划教育任务分配的负担。

同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中结合部分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不仅可提升高职生自我探索的程度，也有助

于其学习动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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