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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考”后的“未来选择”，成为摆在众多高

考生、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面前的一道重点题。

“300万！”“500万！”近日，在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高二年级生涯教育主题班会《我的职业价值观探索》

上，一场与众不同的“拍卖”正在进行，同学们盘算着手

中的“筹码”，希望把自己珍视的标的“收入囊中”。同

学们“拍卖”的标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物件，而是一个个

职业价值观。

“成就满足”“生活方式”“经济回报”……每位同

学手中有500万“筹码”，随着“拍卖师”一次次落槌，15

个职业价值观很快以不同价格“成交”，竞拍成功的同

学可以拿到一张对应的“职业兑换券”。

这是丰台区小初高一体化生涯教育主题班会展

示与研讨活动现场。2023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志

愿填报启动，“人生大考”后的“未来 选择”，成为

摆在众多高考生、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面前的一道重

点题。

生涯教育横跨多个年级、层层深入递进

上述主题班会课的授课老师是十八中方庄校区高

中部教师李丹阳，她介绍，这次主题班会设计思路是层

层深入的：先是让同学们认识职业价值观，再是探索职

业价值观，然后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最后能

够发挥职业价值观的激励作用，点亮同学们的学习、生

活和未来。

在另一间教室，高二、高三年级的生涯教育主题班

会《专业选择三部曲》正在分小组进行。每个小组中除了

高二、高三年级同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他们是

已经进入大学的学长学姐。

“选择一个专业之前，先了解这个专业的内涵是什

么？主干课程都有哪些？就业前景怎么样？”在这堂生

涯规划课上，学校和老师邀请了多位大学生来到课堂

上，和即将毕业的同学们面对面，分享自己选择专业的

历程和经验，以及进入大学后对专业学习的感受，同龄

人之间的交流让同学们更容易

理解、更好地借鉴。

每堂课各有亮点：在高一年

级《6选3探秘之旅》主题班会上，老

师带着同学们认识新高考选科“6选3”

要考虑的因素，探索其与未来大学专业及

职业发展之间的关联，并邀请了学生家长代表到

场，给出建议、吐露心声；初二年级《心之所爱，“职”点

迷津》主题班会上，老师设计了一场“太空志愿招募”，

应征的“志愿者”们通过选择不同的岗位身份，为“空

间站”作出不同贡献；初一年级《发现优势，绽放自我》

主题班会上，老师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框架模型，引导同

学们发现自身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与潜能……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教育处主任佟萌介绍，课程从初

一到高三横跨多个年级，每个年级生涯教育的主题不

同：从兴趣探索到选科，到职业价值观，再到专业选择，

逐层深入递进。这背后是一体化德育体系设计，学校构

建了初高中6年学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人生生涯

规划三个层次组成的生涯结构系统，来支持学生自我

发展。

生涯教育事关生存，不仅停留在职业选择层面
“谈到生涯教育，很多人的理解更多停留在职业生

涯层面，实际上，生涯教育的宽度和厚度远远不止如此。”

在丰台区教委相关负责人看来，生涯教育绝对不仅仅是学

科选择、专业选择，更是价值选择、人生体悟。

“如果说心理健康中的危机部分事关生死，那么，生

涯教育事关生存。”在主题班会后的研讨会上，北京教科院

课程中心生涯与学生发展指导项目负责人王红

丽对生涯教育的价值给出定位。

如何提升生涯教育的有

效性？王红丽认为，首先要

能有效协助学生解决问

题，包括选考、选专

业、选人生道路；更

重要的是要能促进

学生成长，帮助学

生理性认知、心智

成熟、建立信心，

从内心追求 有意

义有价值的人生。

她建议，在做好

选考、选专业指导之

外，要让更大范围的老

师们“全员”参与到生涯教

育中，同时强调“融入”，即在学

科教育中融入生涯教育的内容。研讨

会上，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校长管杰强调了一体

化设计的重要性。“小学、初中、高中的学段划分实际是人

为分割，长期以来各学段重视各自学科体系建设，对人的成

长规律下的学段衔接有所忽略。尤其作为一所十二年制学

校，强调对人的整体教育和生涯规划，是我们的初衷和使

命。”他希望，这样的主题班会能够逐步常态化，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让课堂更多地发出学生的声音。

此次活动由丰台区教委、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心

理教研室、丰台区教育学会教育心理研究会主办，北京

市第十八中学承办。

职业价值拍卖会、空间站志愿招募，学校的生涯教育还可以这样做

丰台区开展小初高一体化生涯教育主题活动

身边的优秀教师郭金庭：仰望星空思考，脚踏实地育人
北京十二中入选首批 

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
编者按：丰台区基础教育“强基工程”总体目标明确指出，“培养一支名师引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干部教师队伍”“每所学校都有领军型教师”。为进一步落实

基础教育“强基工程”，讲好丰台教育故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丰台区的优秀教师队伍，特推出“强基工程 身边的优秀教师”专题。通过对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获评北京

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的27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事迹进行集中宣传，充分展示丰台区教育战线的精神风貌，助力区域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的提升。

强基工程

教育专家孙云晓说：“教

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

子。”我们作为父母要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父母需要用心去发现孩子的独特个

性，并加以引导、发扬光大，让孩子做自己最喜欢、最

擅长的事情。喜欢才会做得长久，而擅长才会做得深

入。一个人的成就，一定是这个人的擅长加上持之以

恒的结果。

尊重孩子是教育孩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尊重

就谈不上教育。同时家长一定要清楚教育的目的，教

育不是培养复制高材生，而是挖掘每一个孩子的天

赋和潜能。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只看分

数。在这部分家长眼里，分数高就是好孩子，如果成

绩不理想，就会批评指责。许多孩子在家长的眼里没

有自尊，于是渐渐地就没有了“要强”和“向上”的动

力，于是自暴自弃就成了必然趋势。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心理学家拉迈耶在1996年的

一项研究中发现，人的智力是多元或者说多重的。因

为每个大脑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不尽相同，在情感、

行为和认知能力上存在着差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

德纳经过多年研究，在他的《智能的结构》这本书中

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加德纳认为人的智能至少

由八种智力构成，传统对智力的看法都集中在语言智

力和逻辑数理智力上，对一个人智力的评价也集中在

这两点上，而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只是八种智力

中的两种。他认为对于不同的人应采用不同的智力开

发方式。也就是说教育应该是帮助咱们的孩子发现适

合其智能特点的爱好和职业。

《首都教育》曾介绍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叫龙

龙的10岁小女孩。龙龙从小就对美食有着浓厚的兴

趣，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窝在厨房里研究各种新的菜

式。若是一般的父母，看到自己女儿不爱读书，还整

天“捣鼓”一些跟学习无关的东西，多半已经焦虑不

已，甚至会禁止孩子再靠近厨房了。然而，龙龙的妈

妈不仅没有限制女儿的爱好，反而一直很支持她。龙

龙立志上职高，开一家大餐厅，做米其林大厨。妈妈

非常赞成她的想法，她说：“有的孩子适合读书，他们

能在书中找到快乐和动力；有的孩子适合学习制作

烘焙，她们能在制作甜品的过程中找到快乐。我的孩

子如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她一定是幸福

的、快乐的、坚定不移的。”

另一个是11岁的殷然，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虫

子的小男生，他每天把各种各样的虫子带回家中，家

里养了200多种昆虫。一天到晚研究虫子，在很多家长

眼中，是不务正业，而11岁正是准备“小升初”的关键

期，每天研究虫子，哪还有精力学习？！然而，殷然的

父母却非常支持儿子的兴趣。他妈妈说，“孩子专注在

自己喜欢的事情中时，眼神是非常迷人的，你把他好

玩的事情都搞没有了，那人生不是非常没趣吗？”殷然

在班级里算不上出色的学生，但是他对昆虫的品类、

习性如数家珍，有一次老师偶然发现了他的兴趣爱

好，还请他给同学做了一场分享。现在，他已结交了许

多大神虫友，得到了专业级的指点和帮助。

可以说，殷然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小孩，他在父母

的尊重下，找到自己的爱好，并能坚定地走向理想。十

几年后，他或许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昆虫研究者。有的

孩子热爱读书，有的孩子喜欢武术，有的孩子痴迷于绘

画，有的孩子能歌善舞，人生的赛道有很多条，只有找

到自己喜欢的那条，孩子才愿意拼尽全力向前奔跑。

父母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他的赛道，并

且做他身后坚定的支持者。父母要做的，是理解并支

持孩子的热爱，引导他们合理分配自己追逐热爱的时

间。现在，许多家长只做“严师”，总是居高临下，孩

子心里不服气，是难以有好的教育效果的。

当然尊重孩子人格，也并不意味着迁就、放任。

明辨是非，批评缺点错误也是尊重的表现；反之，迁

就、放任是不尊重的表现。

▉ 文/人大附中丰台学校   景晶

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确定1075所学

校为首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建设周期为2年。

北京第十二中学入选，北京共有32所学校上榜。

通知对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工作提出三项要求。

一是明确建设目标。健康学校建设是落实健康第

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

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是系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健康

素养和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各地要积极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健康学校建设路径，把新冠疫情防控成果转化

为健康治理政策、学校健康管理制度和师生健康行为规

范，全面推动近视防控、肥胖防控、预防脊柱侧弯、心理

健康、急救教育等重点工作取得成效，提升学校卫生健

康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二是强化统筹协同。各地要统筹资源，提供条件

保障，对健康学校建设予以政策、经费支持和倾斜，

建设优质健康教育资源，加强管理人员、校医和教师

培训，组织学校间协作交流和共建共享，开展教师教

学能力、学生健康素养、学校健康管理能力和健康学

校建设成果展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三是加强动态管理。各地要强化工作指导，注重

示范引领，确保建设实效。在本轮健康学校建设周

期结束前，各地要开展成果评价并提交报告。

尊重，做孩子兴趣上的导师

郭金庭
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首都师范大学附

属丽泽中学语文教师。现为北京市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丰台区多个教育教学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参

与编著教育部立项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多次执

教省市级示范课、公开课；主持多项省市级、区级重

点科研课题；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在区级层面，近十年作课程建设、教材分析、教

学实践及高考备考专题报告、讲座20余次。长期参

与丰台区高三语文学科命题工作。

教育感悟
三十余年的从教经历，郭金庭从中沉淀出这样

一句话：“敬业”之“业”，首先指“专业”，不具备

相应的学科思想和学科知识，当然做不了教师；而

不具备相应的学科教学思想和学科教学知识，必定

做不好教师。怀揣着对语文课程无法割舍的朴素感

情，他仰望星空，为推进中学语文课程的科学化与现

代化发出微弱的声音；他脚踏实地，圆满完成本职

教育教学工作，并引领辐射。郭金庭深知，任何一门学

科，由“术”转“道”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其自身发展

史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化与课程变革，他

着眼于语文学科百年发展史，从“语文课程”本质属性

出发，着力探寻语文课程的初心与使命。近几年，通过

聚焦核心素养背景下的语文课程建设与实施，透视新

时代高考评价体系价值追求，他对语文课程的“工具”

属性有了更为科学和深刻的理解，对“工具性”与“人

文性”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他时刻警惕“非

语文”“泛语文”对学生造成伤害——既使语文课程

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人文教育功能，又使语文课程不失

去其独有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在课堂教学层面，他致力于有效教学、高效教

学，在经历“学科本位-人本位”“教-学”“重效

果-重效益”等系列转型后，深度梳理出“整合·情

境·实践”“自主·合作·探究”等关涉课程实施核心

理念诸要素的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学科教学规

律与学生认知规律，进而形成以学生的“学”为主体

的“先教后学，以教导学”和“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的教学样态。

公开课

丰台 
教育

应征的“志愿者”们通过选择不同的岗位身份，为“空间站”作出贡献。特约记者 冯琪 摄

一位同学在主题班会上竞拍得到一位同学在主题班会上竞拍得到
的“职业兑换券”。的“职业兑换券”。特约记者 冯琪 摄特约记者 冯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