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４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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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处在快速变迁与革新进步的信息时代，个体职业生涯呈现出混沌性特征。大学时期是生涯抉择和生涯定向

的关键阶段，大学生在生涯探索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不适主要表现为：生涯不安全感、生涯不确定感、生涯胶着感。在生

涯混沌论语境下，生涯教育应依据现实进行重构，包括：提升生涯智慧，树立新的生涯发展观；寻找生命意义，追求生涯控

制感；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生涯适应性；激发继起性需求，树立多元成功观；锻造心理资本，体验生涯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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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涯发展的混沌性
混沌理论最初产生于数学与物理学领域，目前已被广泛用于描述或解释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领

域复杂的系统特征。２０世纪末期，由于经济全球化及大幅的技术变革，职业环境呈现出复杂性、多变
性、不可预知性等特征，意外事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生涯发展路径更加难以界定和预测，基于特质匹配

理论的传统生涯理论致力于通过理性的规划与简单的匹配描绘线性的生涯发展轨迹，在现实面前已颇

感乏力。Ｂｒｉｇｈｔ和Ｐｒｙｏｒ将混沌理论引入对生涯现象的描述与生涯心理的揭示，并提出了生涯混沌理论
（Ｃｈａｏ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ｒｅｅｒ）［１］。生涯混沌论认为，生涯是内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复杂系统，
具有动态开放、分形特征的静态结构以及非线性的变化过程等特点。生涯混沌理论为摆脱传统生涯学

理论线性的、静态的、还原论的和因果决定论的思维束缚，思考各种复杂关系、意外事件以及快速变化的

环境在人类生涯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更接近于当前急速变化的环境中人类生涯的本质。

２　混沌生涯背景下大学生生涯心理特征
大学时期是生涯抉择和生涯定向的关键阶段。当今处在快速变迁与革新进步的信息时代，大学生

在生涯探索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不适尤为凸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涯不安全感。职业环境的变动导致大学生存在强烈的生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会激发

个体对秩序、规则和可预测性的需求，因此职业规划极易出现求稳的趋势。公务员作为国人追捧的“铁

饭碗”，十余年来报考热度有增无减。２０１４年国考参考人数近１１２万人，继续创历史新高，平均每个岗
位有７７人竞争。对公务员身份的过度追捧，反映了大学生对安全感的强烈渴望。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加
入到公务员考试的专职队伍中，生涯发展的其他内容被无限期搁置。

第二，生涯不确定感。生涯不确定状态（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ｃａｒｅｅｒ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是指在个人尚未决定将从事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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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情况下，无法准确进行生涯准备的一种不确定状态（Ｃｒｉｔｅｓ，１９８１）。如今，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
已是生涯发展的本质特征（Ｂｒｉｇｈｔ＆Ｐｒｙｏｒ，２００５）。未来的不确定使生涯发展成为个体不自信的来源。生
涯不确定感的体验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甚至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减少个体对环

境的可控感。

第三，生涯胶着感。如今，大学生择业自主性进一步加强，但在职业决策时却出现了更多的困难，他

们享有自由决策、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也意味着要对决策后的结果负责。决策困难不同于生涯不确定

感，它是个体在职业生涯决策阶段无能力做出特定决策结果，其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或由于相关学习

经验不足而导致决策依据缺乏，又或者是由于个体尚未学会有效运用职业决策系统方法，进而导致的一

种焦虑的胶着状态（Ｋｒｕｍｂｏｌｔｚ，１９７５）。

３　混沌生涯背景下大学生生涯教育重构
３．１　提升生涯智慧，树立新的生涯发展观

混沌生涯背景下，职业发展混合着意外事件和经验，非线性、跳跃性、无序性、不可预测性已成为生

涯发展的本质特征。大学生生涯发展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不可控的事件有很多，经过这些变量因素的影

响、迭代后，个体实际的生涯发展并不总是按照几个确定的阶段依序线性发展，因果之间也并不总是成

比例的、合规则的。面对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应引导个体转变生涯思维方式，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

待生涯发展，明确生涯发展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序与无序、稳定与不稳定的统一。进而理解，不确定

性、无序性与不稳定性是一柄“双刃剑”，某些短期看来消极的不确定性结果，可能转化为长期的积极结

果，应鼓励大学生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接纳生涯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生涯心理学家吉列特 （Ｇｅｌａｔｔ，
１９８９）主张用“积极的不确定”（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的生涯观来应对生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积极的不
确定指的是当生涯决策者在面对信息的不确定、情绪的不确定、认知判断的不确定以及成功的不确定等

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应该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去接纳这些不确定性［２］，并保有开放的心态，不断开拓与

丰富生涯发展的空间，由此带动新的经验、新的信息、新的价值、新的观点，探索未知潜能。

３．２　寻找生命意义，追求生涯控制感
复杂的生涯非线性系统表面上看是混乱无序和难以预测的，实际上却蕴含着有序性、确定性、稳定

性和可预测性。在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个体生涯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总能形成自身发展模

式，此乃个体生涯发展中“吸引子”（ａｔｔｒａｃｔｏｒ）作用的结果。如若将个体生涯发展过程视为混沌状态，那
么个体生命意义便是这一混沌状态中的“吸引子”。作为人生意义维度的“意义”是人的一种主观感觉，

它不是某种目标、某种态度本身，而是实现某种目标、采取某种态度行动后所带来的心灵寄托、慰藉与愉

悦的体验，大学生生涯控制感的主要来源离不开工作或学习成就的意义支撑。生涯辅导不仅应关注职

业的适应性和个人潜力的呈现与提升，而且包含了对个体全方位生活方式的关怀，教给个体寻找“可控

生涯”的技能，在更深层面上关注着个人生命意义的实现。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不同的定义，也就

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关注点。生涯应求得个人的“心之所安”，以此为基础的生涯规划可以实现积极有效

的自我控制、获得自我责任感，并进而转化为选择、做决定和行动的力量，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达到个

体的安身立命和自我完善，为个体的生涯发展确立支撑、秩序和归宿。

３．３　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生涯适应性
在混沌生涯时代，个体需要应付经常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转变，可能会在不同的岗位、专业、职能、

角色和组织之间流动，因此个体的就业能力尤其是通用技能（如人际沟通能力、学习能力、决策能力）和

应对职业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显得极为重要。从基本涵义来讲，职业能力是指个人所具有的获得基本

就业、维持就业以及在需要时重新获得就业的能力和意愿［３］。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来看，职业能力意味

着个体获得、保持和利用某种资质或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倾向（ＶａｎｄｅｒＨｅｉｊｄｅｎ，
２００２）。因此，我们亦可以将职业能力视为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个人不仅
要具备职业能力，而且还必须具备通用技能，如终身学习能力、远见性、才智最优化配置。同时，个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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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有能够在不同工作和组织间实现平稳的职业生涯过渡的个人弹性和适应性，以及能在不同群体与

他人分享责任、经验和知识的合作意识［４］。

３．４　激发继起性需求，树立多元成功观
每一个人在其生命中都拥有亟待完成的特定的事业或使命，他的生命不可替代也无法重复。传统

的一元化成功观将人降格为物，用统一的社会功利标准“一刀切”地评价人、诱导人，而在多元、多变的

现代社会及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下，大学生要使职业期望变为现实，尤其需要认清形势，正确把握就业

期望值，将职业与自我生涯的发展梯度结合起来，以发展的战略眼界不断整合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正如

台湾生涯咨询专家金树人先生所言，“要改变对目标的态度：让目标浮动、让信念浮动。执著的信念，就

像有色眼镜，使一个人只能用单一的颜色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安全，却容易与新的社会脉动格格不

入”［５］，在变动不居的生涯背景下，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目标、方向、路径是最好的法则，让生涯目标

随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浮动”。在充满变革的环境中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决策、规划”，激发持

续性与继起性的职业需求，建立多元化的职业认同，开辟自我通达不同层次生涯发展的路径，不断增强

自身的职业胜任力，这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生活和职业尊严感，以达到自我实现。

３．５　锻造心理资本，体验生涯幸福感
在追逐职业的过程中，个体不免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考验与挫折，这时个体需要有充足的勇气与智慧

度过黎明前的黑暗，这需要一种具有隐蔽性的个人心理资本。心理资本是一种核心的心理要素，意指个

体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具体来讲，包括四个关键要素：信心、希望、乐观和坚韧。信心是个体对自己

能否激发出动机和认知资源，并且采取必要行动来完成特定行为能力的感受；希望是基于目标、路径和

意志力三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动机状态；乐观是对未来的一种因果归因或是一种预期；坚韧是具有从逆

境、不确定、失败以及某些无法抗拒的变革中复原的能力。这四个要素是激发个体主动性和创造力的核

心要素，能使个体专注于人生目标与生命意义的实现，坦然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挫折与逆境，即使身处痛

苦与灾难时，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价值，以苦为乐，绝处逢生，把痛苦与灾难转换为某种人生的成

就，保有自我生命的尊严与信念，为个体生命成长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体验生涯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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