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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女生!儿时梦想"课题获科创大赛一等奖#调查显示$$$

仅7%受访者从事儿时梦想职业

现在的社会，还有多少
人在追逐梦想？普陀区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的3
名初中女生走访调查了800
余名社会人士，期望从成人
世界里找到《儿时梦想今何
在》的答案。然而，“丰满理
想”与“骨感现实”间确实存
在差距，学生们的调查显示，
仅7%的受访者从事了儿时
梦想的职业，有三成表示对
目前的职业状态不满意。

在近日举行的第 31届
上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上，《儿时梦想》课题也引起
了评委们的关注，并获得了
一等奖。

! ! ! !帮助护士整理药品，进入手术
室观摩名医开刀，跟随急诊科主任
查房……《儿时梦想今何在》课题
的三位作者殷嘉媛、余若秋、范秋
语最近成为了华师大四附中职业
体验教育课程的第一波尝鲜者，走
进上海市儿童医院，提前感受未来
的职业生活。据了解，这是沪上首
个初中生“职业生涯体验课程”，未
来该课程将在环华师大优质教育
圈的多所中学铺开。

在连续四天的职业体验里，
每天 ! 时，三位小“实习医生”就

准时“上班”，穿上白大褂，跟着
“带教”医生完成一天 !小时的工
作任务。“在跟随医生查房的过
程中，我们了解到，有些孩子没有
了胆管，有些年仅十岁却已经身
患四期肿瘤，而他们的平均年龄，
也不过五六岁。生命真是太脆弱
了，我们真的很幸运！”余若秋
说，她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敬畏。
儿童医院社工部主任钮骏说，一
方面，让学生穿上白大褂是为了
提高他们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
知，感受工作责任感，另一方面，
也希望学生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医患关系，引导他们尊重医生，争
当医生。

“八九年级的孩子，是三观养
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没有
培养起对未来职业的兴趣，升入高
中阶段其实很难再主动做出职业
选择。因此，为了应对高考改革带
来的生涯规划需求，初中学校也应
该有相应的职业体验和指导课
程。”华师大四附中党支部书记王
臻介绍说，学校地处长风生态园
区，园区内有医院、法院、物流公
司、盐业公司、证券公司等，利用这
些校外资源，未来环华师大优质教
育圈的职业体验课程将逐步拓展
覆盖范围，让学生能拥有更为多样
的职业体验。

本报记者 马丹

沪上首现“职业生涯体验课程”
! ! ! !放眼海外学校，大多致力于以
心理特质和智能测试为基础让学生
认知自我。

! 美国

美国是生涯教育的发源地。
小学开始就会进行学生特质测

试和职业生涯认知，每 "#位学生配
置一个心理专家，并把职业生涯发
展与学业和个人社会发展放在同等
重要的位置上。国家制定严格的标
准和规范，把能否正确认识自己和
做出正确的择业决策作为衡量的主
要标准。同时制定法律和制度性保
证，国家有专项资金投入。政府还设

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业的培训人
员，对学生择业进行指导。

! 德国

小学四年级后就会进行测试和
第一次分流（$%岁前），实践能力强
的进入主体中学，文理知识强的进
入文理中学，介于两者之间的进入
实科中学，实科中学为就业做准备。
初中毕业后进行第二次分流分为高
中和职业高中。
分流的目的是因材施教学生各

得其所。
! 英国

初二开始生涯教育。
! 日本

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观。
马丹 整理

探索职业路径从小学抓起

! !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间存在差距 图 !"#

不少人并无梦想职业

王倩，&%岁，儿时梦想做一名教
师，却因为家庭贫困，供不起学费，
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刘胜明，'"
岁，儿时梦想做一名律师。追梦之路
是艰辛的，他曾中途做过老师，但最
终通过努力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如
今是一家律所的合伙人……
有多少人像王倩一样，都在儿

时有过梦想？又有多少人能最终像
刘胜明这样实现了儿时梦想？
调查显示，儿时有过梦想的职

业的受调查者仅占 ()*，有 (+*的
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梦想职业是
什么，觉得“过一天算一天”。“在没
做调查前，我们都觉得在社会上工
作的人，应该都做着自己梦想的职
业。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为了自
己梦想而工作的人少之又少，要坚
持儿时梦想太难了。”课题组组长、
华师大四附中初二（$）班的殷嘉媛
说，调查显示，在 ()*有过儿时梦

想职业的受调查者中，只有 ()*的
人最终从事了儿时梦想的职业，占
了全部的 )*左右。上海市教科院
研究员吴增强说：“过去，我们总要
求学生好好学习，过于强调大的社
会发展目标，而忽视了个人发展目
标，这也许就是有那么多人并没有
儿时梦想的原因。”

至于没有实现梦想的原因，有
近四成的人表示是受到了就业形
势、家庭经济压力、父母不希望其异
地就业、户口政策等客观条件阻挠，
还有 ("*的人认为其实自己并“没
有这方面的特长”。

梦想受#身边人$影响

“学习成绩优异”和“有毅力、不
怕苦”，是能将儿时职业理想坚持到
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们没想到
的是，身边榜样的力量，在‘儿时梦
想’选择和实现的过程中起到了意
想不到的作用。”调查显示，实现“儿
时梦想”的人里，有 ,"*的人对自己

的特长了解或很了解，有 )&*的受
访者表示“树立职业理想并坚持下
去”是因为“受家人、老师教育的影
响”以及“身边有人从事这份职业”。
殷嘉媛说，对于尚未形成稳定

价值观的未成年人而言，重要“身边
人”的积极影响真的非常重要。“我
在访谈中遇到过一位 &&岁的王女
士，她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而
且从小就认定了教师是自己的终身
职业。她告诉我，她的父母一直都对
教师这个职业充满尊敬，而读书的
时候她也备受班主任和老师的照
顾，与老师相处很好。这都坚定了她
一步步努力实现了当老师的‘儿时
梦想’。”

刚在外企咨询公司工作一年的
刘睿也是一个受益于重要“身边人”
的案例。“正是我的大学老师发现我
的个性和特长都比较适合做现在较
为热门的咨询行业，并一直向我力荐
出国留学也选择相关专业。因此，回
国后，我就顺利进入了自己心仪的梦
想职业，能力也得到上司的认可。”

理想职业与现实碰撞

高老师儿时梦想是做一名法
医，高考时也报考了沈阳警官大学，
分数达到录取线后体检才知身高距
离专业的标准要求差了 (厘米，于
是梦想泡沫破灭。而英语专业八级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峰进入律师事务
所后，一直高高在上清高自傲不善
与人沟通相处，一年后在律师界无
法立足只能改行。更有不少人在进
入到自己的“梦想职业”后，却发现
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而半途而废。
“这些都是我们访谈中遇到的案
例。”殷嘉媛说，梦想不符合自身实
际情况，也是导致梦想走形的原因。
华师大四附中政治教师、课题

指导老师谢连琴说，我国青少年普
遍缺乏职业认知教育，许多初入职
场的年轻人，带着无限憧憬走上岗
位之后，才发现所做的工作跟原本
的兴趣点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说，
自身条件、能力和特长并不符合职

业要求。“这些都会让理想中的职业
‘走形’，最终让梦想流产。”

梦想未实现也有帮助

“在国外，从小学到高中都有生
涯规划课程。其实，梦想实现率低不
足为奇，人的一生可能都需要不断
规划、不断地定位，追逐梦想的过程
正是人生选择和规划的过程。”吴增
强说，有追逐梦想的精神是最关键
的，也是值得提倡的。而据《儿时梦
想》调查显示，不管梦想有没有实
现，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树立儿
时的职业理想，对成年后的职业选
择有一定影响。
不过，吴增强也提到，现代社会

太过浮躁，功利化氛围浓厚，这对现
在孩子的梦想教育是一种挑战，要
告诉学生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而不
是“哪个赚钱多选哪个”或走快捷成
功的道路。“不少家长容易陷入误
区，就是一手‘包办’孩子的生涯规
划，扼杀其追求自己职业梦想的机
会。我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就曾遇
到过学生的大学专业与考研方向都
是家长选择的情况，最后，孩子进入
职场后可能一直郁郁寡欢，提不起
兴趣。”

从小确定生涯规划

上海高考新政出台后，对高中
生的生涯规划提出了新要求。“正确
的生涯规划路径，应该是小学职业
认识、初中职业体验、高中职业选
择。因此，要在高中作出职业选择，
需要在初中就有一定的职业意识培
养。学校应该开设生涯辅导课程和
职业指导，引导初中生进行自我分
析和认识，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有
更多的职业体验。”谢连琴说。
“我们做这个课题的目的，就是

希望通过调查寻找有关‘梦想’的答
案，给自己和同龄人指一条可以借
鉴的道路。”殷嘉媛说，课题组还对
,%%余名初中生进行了“儿时职业
梦想”的调查。调查显示，已有 ($*

的学生有了职业的梦想，还有 ,'*

的同学渴望了解职业要求和进行职
业体验，以便确立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