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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of “ Mental Health and Career “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s to re-integr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logic of this cours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confus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career planning, we try to comb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project-based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 core quality.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designs a project task with career planning as the core, and uses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o guide 
stu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dependently explore and cooperate to complete.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ing process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tinuous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f the students ‘ learning proces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Through practical verification, the project-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enhance students ‘ career planning awarenes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bility,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Keywords
project-based teach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ntal health and career

项目化教学视域下的中职思政课程实践探索——以《心理
健康与职业生涯》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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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课程为例，使用项目化教学手段，重新整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逻辑并付诸实践。针
对当前中职学生面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困惑，尝试通过项目化教学的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以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具体实施中，本文设计了以职业生涯规划为核心的项目任务，并运用多种
教学手段，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和合作完成。同时，教学过程中还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持续评价和反馈，以确
保教学效果的实现。通过实践验证，项目化思政教学模式能够显著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升学生的职业生涯规
划意识和心理调适能力，为中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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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职思政课程新课标新教材的陆续发布，《心理

健康与职业生涯》课程实现了原有两门课程的有效融合，以

心理健康为基础框架，将职业生涯规划作为核心目标与主要

任务进行构建。身为奋斗在教育一线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时常怀有突破传统教学框架的强烈愿望，期望探索更

多能够激励学生主动投入学习探索的创新路径 [1]。在学校的

教育教学中，不少专业课程已经成功地将项目化教学这一理

念融入实践，极大提升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了教

学效果。受此成功范式的鼓舞，我们思政课程教学团队不禁

深思：是否能在思政课程领域使用项目化教学手段，收获与

以往不同的成果？为了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我们面临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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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核心议题：如何巧妙地将思政课程的深刻内涵与项目化教

学的实践精神相融合，创造出既富有教育意义又激发学生参

与热情的教学模式？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思政课程

的理论深度，更要设计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能够引发深思

的项目任务，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

课程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从而真正激发学生内

在学习动力，让思政课堂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项目化教学的特点

定义：项目化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实际问题

为导向，通过项目设计、实施、展示和评价等环节，促进学

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教育模式。该模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

实践操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情境性与任务性
情境性：项目化教学强调在具体、真实的情境中进行，

这种情境性使学生的学习具有更强的交互性和实践性，有助

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鼓励学生将所学理论知

识在实际情境中运用。

任务性：项目化教学通常是问题导向，以解决某个具

体问题为出发点，围绕一项具体的学习任务展开，通过完成

完整的学科实践活动，学生能够获得系统的知识和技能。

2.2 整合性与综合性
整合性：项目化教学需要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包括

本学科课程资源与其他课程资源的整合、传统学科学习和跨

学科学习的整合等。这种整合性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综合性：项目化教学具有学科交叉性和综合能力运用

的特点，学生在完成某一具体项目的过程中，能够综合运用

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2.3 自主性与实践性 [2]

自主性：在项目化教学中，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拥有

自主选择课题、组织研究、实施计划的权利。这种自主性有

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实践性：项目化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通过完成

特定任务，实现学生的自主探究活动。这种实践性有助于学

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实践能力。

3 项目化教学整体框架设计

项目化教学目标：

1. 帮助学生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掌握基本的

职业规划方法。

2. 引导学生自我探索，明确个人兴趣、职业性格、职

业能力、职业价值观等。

3. 培养学生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了解行业趋势及职

业要求。

4. 提升学生制定并实施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包括设

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等。

5. 增强学生的责任感、自我驱动力和适应社会变化的

能力。

在《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课程教学中，以我校数字

媒体艺术专业班级为例，根据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结合初期调研中同学们选择最多的职业——影视编导

（见图 1），设计“未来编导之路”项目化课程。

图 1. 未来职业选择

课程期间：初步设定从开学后第三周开始，使用 8 周

教学周，每周 2 课时，共 16 课时，进行本次项目化教学实践。

具体安排如下：

在开学前两周，进行第一单元“时代导航 生涯筑梦”

的教学，教学过程中，引导同学们了解当前新时代特点，知

道 2035 总体目标，站在新舞台迎接新机遇，树立符合时代

要求的职业理想；充分结合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特色，认识职

业生涯，走进职业生涯规划。自第三周起，进行“未来编导

之路”项目化课程教学实践。

第一阶段：项目启动与理论导入（2 课时）

第 1 课时：项目介绍与分组

项目背景及目标：数媒专业学生本学期结束即将毕业，

面临即将踏入社会求职的难题，设计本次项目化教学实践。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当前求职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社会各界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不断提升 [3]。然而，

中职学生在面对未来职业选择时，大部分缺乏明确的职业规

划意识和有效的求职技巧，且学历方面不占任何优势，导致

中职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难以找到心仪的工作岗

位。本教学实践旨在通过项目化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提升职

业规划意识和求职技巧，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竞争力。

同时，本教学实践还将结合当前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模拟

公司招聘场景，引导学生关注行业动态和职业发展趋势，从

而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

学生分组：2024 级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班级共有学生 30

人，每组 5 人，共分 6 组，确保小组成员多样性。

第 2 课时：课程流程介绍及基础理论讲解

讲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重要性及国内外职业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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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文明风采大赛职业生涯获奖案例，激发学生兴趣。

课程流程：

1. 准备阶段（9 课时）：30 人 6 组共分为招聘公司组

和应聘人员组两大组，公司组共 10 人，2 个 5 人组，模拟

成立两个公司，并设计公司发展历程、公司发展规划和前景、

公司人员结构组成、编导岗位招聘标准、公司培养方案、应

聘者评分标准、薪资待遇、面试流程等内容；应聘人员组 4

组共 20 人，在分析自身、行业等的基础上，设计自己的应

聘简历，并准备面试。

2. 根据流程进行模拟面试，公布面试结果（4 课时）

3. 分享课程收获和需改进部分，为所有人在此项目化

课程过程中的表现互相评分（1 课时）

4. 每位同学通过后续课程，完成一份自己的职业生涯

规划，作为学期大作业。

第二阶段：准备阶段（共 9 课时）

第一部分：自我认知与环境分析（6 课时）

1. 自我探索工作坊（3 课时）

介绍 SWOT 分析、MBTI 性格测试、职业兴趣测试等

工具，引导学生使用工具并认识自己的优势、劣势、兴趣、

价值观。

测试后通过小组讨论，分享个人发现，增进相互理解。

2. 行业与职业调研（3 课时）

了解专业对对应的职业群，主要了解影视编导这一职

业横向和纵向发展渠道，包括职业所需技能、技能证书、职

业特点、发展趋势等。

分组进行资料收集，鼓励同学们联系校友或行业专家

进行线上 / 线下访谈，了解职场经验、职业发展路径及职场

人士对学生的建议，撰写访谈报告，制作 PPT 或视频分组

进行汇报，班级分享。

第二部分：目标设定与行动计划制定（3 课时）

1. 目标设定 SMART 法则（1 课时）

引导学生根据自我认知与环境分析结果，设定短期（1

年内）、中期（3-5 年）、长期（5 年以上）职业目标，确

保目标设定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达成的，具有相关性和

时限性。可以使用文字描述，或者更加直观的图表法。

2. 制定行动计划（2 课时）

先自行查找资料并思考，为自己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

展行动计划，包括学习提升、实践经验积累、人脉拓展等方

面。再小组讨论，通过头脑风暴法，组内成员互相帮助并逐

步完善自己的行动计划。教师可介绍并鼓励同学们使用甘特

图或时间线展示计划，确保计划的可执行性。

第三阶段：模拟面试（4 课时）

1. 模拟面试（2 课时）

公司组同学根据前期准备，发布招聘信息，与应聘者

进行沟通，并打分，最后公布招聘结果；应聘组学生根据招

聘信息，在两个公司中进行模拟面试个人行动计划开始行

动，如参加技能培训、实习、志愿服务等。教师提供资源链接、

指导与监督，鼓励学生记录实施过程中的收获与挑战。

2. 公布结果并反思（2 课时）

两个公司组根据每位应聘者的面试情况进行打分并公

布，具体说明每位面试者在模拟面试过程中的优缺点。应聘

者根据公司组的反馈，反思自己准备中的亮点与不足，根据

反馈结果重新调整自己的行动计划。

第四阶段：总结展示与成果评价（1 课时）

1. 项目总结与成果展示

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本次项目化教学中的收获，并分

享修改后的职业目标、行动计划、预期实施效果等。

采用组内互评、组间互评、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评价。

2. 后续任务布置

本阶段项目化学习结束，但课程还要继续，根据大家

在项目化学习中呈现出来的优缺点，教师有针对性地调整后

续授课内容安排，并布置学期大作业——每位同学完成一份

自己专属的职业生涯规划。

4 效果与反思

通过半个学期的实践探索，发现项目化教学确实能够

提升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和求职技巧，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经过项目化教学，同学们通过影视

编导这一个职业，学会了职业规划的常用技巧，同时也开展

了团队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么都慢慢意识到在求职过

程中，积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甚至能影响面试效果，所有

这些都真正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学生

在自我认知和环境分析阶段缺乏深度思考，导致目标设定和

行动计划制定不够具体和可行。尤其是两组公司组学生，因

为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任务是组建公司进行岗位招聘，在准

备阶段学习较为松懈，到后期需要制定执行计划及完成学期

作业的时候，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未来，在教学中可以更加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指导，帮助他们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职业

规划。同时，也可以加强与专业课程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现实案例，并让他们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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