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生职业规划做 高中生职业规划
(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高中生职业规划做篇一

目标：新西兰大学顶级名校

目标：新西兰大学顶级名校

目标：理想工作+就业移民机会

2)职业规划

高中生的职业规划不同做到非常详细，只要确定学生今后想
从事的行业即可，至于行业的细分可以在金后入读大学的时
候由主修专业作为决定，学生在选择学校前可以根据自己的
性格、爱好以及有兴趣的行业来选择专业，一般新西兰的大
学也会把所有的`专业课程分门别类到每个院系，所以学生初
步的决定就是去哪个系读书，比如商科、文科、法律、计算
机、教育、科学与工程、设计、健康、语言学等方面，学生
再决定所选专业后，一般到了大二的时候才会划分到具体的
专业课程。家长在为孩子选专业的时候可以参考本专题的新
西兰八大优势职业而定，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以性格适应
能力为标准、以职业发展为参考，从而有选择性的为孩子进
行职业规划，同时也可以向我们的资深顾问来一起规划，选
择适合孩子发展的专业来学习!



高中生职业规划做篇二

目标：新西兰大学顶级名校

目标：新西兰大学顶级名校

目标：理想工作+就业移民机会

推荐学校：新西兰联合理工、怀卡托理工、奥克兰理工大学、
基督城理工，惠灵顿理工等

2)职业规划

高中生的职业规划不同做到非常详细，只要确定学生今后想
从事的行业即可，至于行业的细分可以在金后入读大学的时
候由主修专业作为决定，学生在选择学校前可以根据自己的
性格、爱好以及有兴趣的行业来选择专业，一般新西兰的大
学也会把所有的专业课程分门别类到每个院系，所以学生初
步的决定就是去哪个系读书，比如商科、文科、法律、计算
机、教育、科学与工程、设计、健康、语言学等方面，学生
再决定所选专业后，一般到了大二的时候才会划分到具体的
专业课程。家长在为孩子选专业的时候可以参考本专题的新
西兰八大优势职业而定，以孩子的兴趣为基础，以性格适应
能力为标准、以职业发展为参考，从而有选择性的为孩子进
行职业规划，同时也可以向我们的资深顾问来一起规划，选
择适合孩子发展的专业来学习!

高中生职业规划做篇三

时下，已经逐渐有高中生及其家长意识到，选择大学专业，
实际是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一步。虽然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
人在大学毕业后，在自己专业之外的领域中找到了自己合适
的行业，并获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毕业生，由于只具备大学
培养出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所以一般只会从事这一行业的



工作。毕竟在一个安逸环境中，仍有勇气去不断探索未知行
业的人是少数，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工作能让人感受到足够
的安全感。

马尔科姆格拉维德尔在他的作品《异数》提出过一条很有名
的定律，叫做一万小时定律。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任何领域
要引起质的变化都需要一个量的积累，如果要成为某个领域
的专家，就需要10000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这个时间如果按
每周5天每天8小时计算，需要5年。人一生中能够用来奋斗的
时间，并没有多少个五年，如果大学的专业与自己将要从事
的行业是重合的，那么无论实时间成本，还是精力、经济成
本，都会大大降低。

因此，高考后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一直是高中生以及家长
们非常纠结的一件事。孩子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却没
有任何人教过他们该如何进行职业规划。他们面临专业选择
的时候往往是相当迷茫的，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由家
长来主导决定。

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就是，父母首先往往是根
据就难易程度、行业的收入水平以及职业的社会地位等方面
来评价一个专业的好坏。这一切的评价都是基于父母自身的
价值体系产生的，更是一种基于功利与物质的外部评价标准，
忽视了孩子的兴趣与能力倾向。

很多教育者以及媒体对此都持批判态度，说他们总是站在功
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怪家长们。家
长对孩子的建议，本质也是一种个体对其他个体的预测。但
是由于被预测个体的主观思想是极难掌控的和衡量的，而人
的内心永远都是趋向于可控的事物，就如昆虫的趋光性。所
以父母也会倾向于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方便衡量的客观
物质出发，建立预测标准。父母关心孩子时，更容易表现在
让其获得充裕的物质条件也是这一样的道理。



但是有的父母意识到了，一个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
事情，无论是大学里的学习动力，还是进入社会后的生活质
量与幸福程度才会更高。所以他们选择专业，会从孩子的倾
向和喜好出发进行选择。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使排除了功利性，父母们也经常
会把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东西，当做是儿女喜欢的想要的东
西。这是这是父母普遍会犯的一个错误，很多亲子关系中的
矛盾都是由这个问题引发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一位
妈妈带着小女儿去蛋糕店买蛋糕作为女儿的奖励，小女孩想
吃巧克力蛋糕，但是妈妈一直强调巧克力蛋糕不好吃，香草
奶油蛋糕才好吃，想给女儿买香草味的，女儿自然不愿意，
僵持了很久。香草蛋糕和巧克力蛋糕哪一个更好吃一些，这
个问题哪怕是最权威的机构给出的结果都一定会有一大批不
认同的人。没有绝对客观的世界，只有自己主观经验塑造的
世界。这位妈妈正是因为自己喜欢吃香草蛋糕，所以无意识
地把自己的主观经验作为客观事实强加到了女儿身上。父母
为儿女选择的专业也很有非常容易变成这样的情况，选择的
结果只是父母自己的一个偏好。而高中生本身又很难像上面
女儿一样有自己的明确而坚定的想法和意见，就更容易服从
父母的选择。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只有自己真正了
解。因此，这种由父母主导的专业选择模式是存在较大的弊
端的。但是要求高中生们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完全依靠自
己就决定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
以家长不能等到最后高考完，才开始重视职业规划这件事。

在美国，高中生的接受职业规划咨询的现象已经极为普遍，
但在我国还是只被少数人所接受。中国的家长们也必须尽快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早日引导孩子进行相关的咨询与学习，
这样孩子才能提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才有能力成为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的主导者。



高中生职业规划做篇四

时下，已经逐渐有高中生及其家长意识到，选择大学专业，
实际是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一步。虽然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
人在大学毕业后，在自己专业之外的领域中找到了自己合适
的行业，并获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毕业生，由于只具备大学
培养出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所以一般只会从事这一行业的
工作。毕竟在一个安逸环境中，仍有勇气去不断探索未知行
业的人是少数，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工作能让人感受到足够
的安全感。

马尔科姆格拉维德尔在他的作品《异数》提出过一条很有名
的定律，叫做一万小时定律。大概意思就是说，在任何领域
要引起质的变化都需要一个量的积累，如果要成为某个领域
的专家，就需要10000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这个时间如果按
每周5天每天8小时计算，需要5年。人一生中能够用来奋斗的
时间，并没有多少个五年，如果大学的专业与自己将要从事
的行业是重合的，那么无论实时间成本，还是精力、经济成
本，都会大大降低。

因此，高考后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一直是高中生以及家长
们非常纠结的一件事。孩子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却没
有任何人教过他们该如何进行职业规划。他们面临专业选择
的时候往往是相当迷茫的，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由家
长来主导决定。

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就是，父母首先往往是根
据就难易程度、行业的收入水平以及职业的社会地位等方面
来评价一个专业的好坏。这一切的评价都是基于父母自身的
价值体系产生的，更是一种基于功利与物质的外部评价标准，
忽视了孩子的兴趣与能力倾向。

很多教育者以及媒体对此都持批判态度，说他们总是站在功
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怪家长们。家



长对孩子的建议，本质也是一种个体对其他个体的预测。但
是由于被预测个体的主观思想是极难掌控的和衡量的，而人
的内心永远都是趋向于可控的事物，就如昆虫的趋光性。所
以父母也会倾向于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方便衡量的客观
物质出发，建立预测标准。父母关心孩子时，更容易表现在
让其获得充裕的物质条件也是这一样的道理。

但是有的父母意识到了，一个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
事情，无论是大学里的学习动力，还是进入社会后的生活质
量与幸福程度才会更高。所以他们选择专业，会从孩子的倾
向和喜好出发进行选择。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使排除了功利性，父母们也经常
会把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东西，当做是儿女喜欢的想要的东
西。这是这是父母普遍会犯的一个错误，很多亲子关系中的
矛盾都是由这个问题引发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一位
妈妈带着小女儿去蛋糕店买蛋糕作为女儿的奖励，小女孩想
吃巧克力蛋糕，但是妈妈一直强调巧克力蛋糕不好吃，香草
奶油蛋糕才好吃，想给女儿买香草味的，女儿自然不愿意，
僵持了很久。香草蛋糕和巧克力蛋糕哪一个更好吃一些，这
个问题哪怕是最权威的机构给出的结果都一定会有一大批不
认同的人。没有绝对客观的世界，只有自己主观经验塑造的
世界。这位妈妈正是因为自己喜欢吃香草蛋糕，所以无意识
地把自己的主观经验作为客观事实强加到了女儿身上。父母
为儿女选择的专业也很有非常容易变成这样的情况，选择的
结果只是父母自己的一个偏好。而高中生本身又很难像上面
女儿一样有自己的明确而坚定的想法和意见，就更容易服从
父母的选择。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只有自己真正了
解。因此，这种由父母主导的专业选择模式是存在较大的弊
端的。但是要求高中生们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完全依靠自
己就决定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
以家长不能等到最后高考完，才开始重视职业规划这件事。



在美国，高中生的接受职业规划咨询的现象已经极为普遍，
但在我国还是只被少数人所接受。中国的家长们也必须尽快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早日引导孩子进行相关的咨询与学习，
这样孩子才能提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才有能力成为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的主导者。

实用的学生职业规划三篇

实用的学生职业规划四篇

实用的大学职业规划合集五篇

实用的大学生职业规划四篇

高中生职业规划做篇五

“高中生如果能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不仅利于选报专业，将
来还能更好地安排大学生活。”日前在西安邮电学院举行的
一场座谈会上，多位高中校长呼吁，高中阶段应重视职业规
划教育。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面向学生，开设了职业规划
指导课程。但在高中阶段，有关职业规划的教育尚属空白。

某中学校长说，现在学生的职业定位很晚，在高中阶段学生
只想着考大学，但是对将来干什么、该有怎样的职业选择，
都不明确。这不仅影响高考选报专业，也为将来对专业不满
而导致厌学埋下隐患。

“考入大学后，学生才对专业有所了解，但再想根据兴趣和
特长调专业，机会非常少。此时再进行职业规划，收效并不
明显。”一位校长表示。据了解，每年都有大学生不满意所
学专业而退学。西邮教务处副处长张继荣说：“学生进入大
学，如果没兴趣，不仅四年学不好，一辈子都会很痛苦。”

校长认为，在高中阶段，学校就应该结合选修课，根据学生



的兴趣，加强对职业选择的指导。“如果学生明确自己今后
的.发展方向，就能有的放矢地选报专业，将来也能更好地安
排学习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