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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像文中这样，涉及中学生不了解的信息，应以简洁易懂的语言做简要说明，

涉及对话的情境，所说的话也不要用官方的语气，尽量还原当时真实的场景，真

实的内心，贴近中学生去讲述每个与职业选择相关的细节。 

（3） 工作时期   

侧重挖掘成功案例人在职场上成长的过程，最好有几个切分，比如职场新人

时他是如何适应的，每个晋升阶段他都做过哪些努力和准备，他抓住了哪些难得

的机会，以及为什么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获得成长等；也挖掘成功案例人在职业中

难忘的故事、有趣的经历，他们热爱这份职业的原因是什么，在职业中会接触到

哪些有趣的人或者他们觉得非常珍贵的人（勾勒出职业中人和人的关系、人与环

境的关系，让中学生对职业有立体的了解）。 

像文中这样，涉及各种荣誉和获得奖项的内容，不必像光荣榜一样罗列在一

处，尽量融入事件中，着重写获得奖项的过程，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方法等。这部

分内容应聚焦事件、方法和努力，不聚焦精神和结果。 

3. 职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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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是给家长选读的，尽量从故事中提取出能够给予中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

导的信息，比如职业需要的知识结构是什么（理科还是文科，对哪些学科的兴趣更

有利于中学生未来对职业产生持续的热爱），职业需要的基本性格，职业中可能涉

及的综合能力，职业未来的发展路径、晋升途径等。 

写作时尽量挖掘被采访者的独特性，在职业指南部分，尽量不总结那些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例如： 

像这样“失败并不可怕，帮助中学生找准自己人生定位，围绕一个目标去奋

斗，成功指日可待”的总结就过于泛化，尽量去揭示如何找准定位，如何围绕一

个目标去奋斗，这里面的细节和方法对中学生来说才具有参考性。 

4. 能力模型示意   

直观给中学生和家长看到职业需要的综合能力，便于中学生进行自我评估。 

这部分内容可找该专业的教研组老师帮忙提炼总结。 

5. 干货信息     

这部分包括该职业所对应的专业、主要职业院校、未来进修学习的路径、就业

方向、可获取的专业能力等，以供对职业有兴趣的中学生报考时参考。 

建议这部分内容按照样章格式撰写完整，便于后续相关方向专家进行评估修改。 

二、 风格建议 

1. 主体部分   

建议采用第一人称，让中学生觉得贴近他们的生活，工作如果涉及非常专业的

内容，尽量化解到与生活有关联的层面去讲；全文可按成功案例人的人生阶段分成

几部分，每部分可提取他们人生的关键词，便于中学生带着好奇进入下一部分的阅

读。 

2. 职业指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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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专业且简洁，行文朝一语中的那样的方向努力。 

3. 干货信息      

除主要职业院校外，其余分项的文字不要过多，这些信息非常陌生，中学生会

难以消化，进修学习路径尽量简洁易懂，就业方向多查询近年就业数据，不要过于

泛化，专业能力也尽量聚焦就业方向，对应就业方向亟需的能力来写，不必追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