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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颁布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教学大纲》编写而

成。全书共分 5 章，内容包括职业概述、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规范、职

业素质和职业选择。 

本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可供中等职业学

校、成人高校以及民办高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社会青年、在职人

员的自学读物。 

 



 

 

前    言 

根据《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实施职业

教育课程改革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课程设置的要求，为了适应中

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根据教育部的要求

编写了《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这本教材。 
本教材适应了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对于科学性、针对性和规

范性的要求，使教材更适合学科教学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在编写

过程中，注重以择业、就业为重点，突出教材的可操作性，在重

视就业的同时，结合学生实际，有针对性地训练学生的职业道德

和职业素质。同时，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也注意满足教学方法的灵

活性和递进性，注重突出新知识、新信息、新要求、新规范，使

本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在吸取国内相关知识的同时，还注意吸

收国外的新信息，努力缩短教材与行业之间的距离。 
本书由李灵老师主编，第一、四章由曾倩老师编写，第二章

由贺文宁老师编写，第三章由田许明老师编写，第五章由覃君霞

老师编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相关行业的专家指正，在此

谨向给予本书支持和帮助的同仁致以衷心的谢意。在编写中，我

们参考、采纳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多种论文、专著，在此一并

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 
 
 

编  者   
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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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职业的内涵，了解科技进步对职业演变 

的影响和职业分类，形成正确的职业意识。  

2．了解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相关规定，明确 

职业资格证书对中职生就业的意义。 

3．理解职业与专业群的关系，明确中职毕业 

生在人才结构中的地位。 

 
 
 
人生如圆，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希望和梦想。当

我们从属于过去和现在的圆圈中迈出时，我们就走

向了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或许会有失败和挫折，会面临困惑和徘徊，但只

要努力，就一定能收获成长和进步，收获阳光和果

实。步入职业生涯，走入职业世界，使我们学会独

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并随着职业生涯的不断

发展，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 

学习目标 

第
一
章  

职
业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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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职业与职业演变 

一、职业 

（一）职业的内涵 

当我们出生时，是医生迎接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外出

游玩，是司机开着汽车送我们到达目的地；来到商店，是售货员

为我们拿取商品；在学校，是老师教给我们书本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我们的父母，同样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可能是工人、

警察、农民、公务员等。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从事各种

各样的职业，为他人服务。 
职业是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职

业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岗位。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从国家的

角度看，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部门，都是一个一个

的零部件，为国家这部大机器的高速运转发挥着作用。 
从个人的角度看，职业是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角色，我们因此

而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可以

看出社会劳动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二）职业的特性 

1．专业性 
职业是人们从事的专门业务，一个人要从事某一种职业，就

必须具备特定的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品质。比如秘书这个职业，

就要求从业者通晓各种办公设备，具备扎实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以

及善解人意、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同时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和普通办公室文员有所不同。随着社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第
一
章 

 

职
业
概
述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职业的专

业性越来越强。 
2．社会性 
职业的社会性表现在任何一种职业都不能独立存在，而只是

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体系的一个环节，每个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关联、相互服务的

社会活动，且每一种职业都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从业人数。 
 
 
 

2005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 3 批共 10 个新职
业，其中有一个职业是网络编辑员。 

截止 2005年 1月，我国网站数量为 668 900个，网民 9 400
万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获取信息的工具。网

络编辑员通过网络对信息进行采集、分类、编辑，通过网络

向世界范围内的网民进行信息发布，并且从网民那里接受反

馈信息，产生互动。目前，我国拥有网络编辑从业人员 300
多万人，在未来的 10年内，网络编辑员需求将呈上升趋势。 

3．技术性 
每一种职业都有相应的技术规范要求。比如厨师在刀工、火

候上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和训

练。特别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科学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职

业的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以至于在从事某一种职业前必须经

过一定时间，针对某一特定的职业进行专业知识教育，并进行专

门的技术技能或操作规程的训练。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兴起和得到

广泛发展、同学们进入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 
4．时代性 
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新的职业不断产生，原有的职

业也获得新的时代内容，而某些职业则会消失。如 20 世纪以来，

出现了广播电视播音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机文字处理员、

知 识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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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照排工等新的职业，原有的电话接线员、机械打字机操作员、

铅字工等职业已经或正在消失。时代的发展对原有的农民、教师、

会计等传统职业，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5．有偿性 
职业的有偿性是指任何职业劳动都能得到一定的现金或实物

回报。这种回报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人维持自身生存的主要物质来

源，表明这种职业劳动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从而激励人们为社

会提供更多更优的职业劳动。 
6．规范性 
指职业的内涵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和社会主流道德，同时

职业的构成必须具备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要素，比如职业名称、

职业内容、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资格和能力等。 
 
 
 
下列哪些是职业活动？哪些不是？为什么？ 
行乞、收废品、倒卖球票、打排球、商品传销、二手汽

车买卖、掏下水道、家政劳动。 

二、职业的演化 

（一）职业的产生和历史演化 

人类在原始社会早期是没有职业这个概念的。大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为维持生存而共同劳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成果

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还有了剩余。这就使一部分人从狩猎、耕

种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畜牧、加工等劳动，于是就出现了畜

牧业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于是就有了农民、牧民、工

匠、商人等从事专门工作的群体，最初的职业由此产生。 

辩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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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的产生过程看，职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是社会

分工的结果。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工作

方式和工作场所，不同的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比较下列两种职业的异同，并将结果填入表 1-1的表格内。 

表 1-1  两种职业比较 

职业 工作对象 工作内容 工作场所 对从业者的要求 

教师     

交通警察     

职业的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后期，一

直到封建社会结束，由于社会分工和科技发展是渐进的，因而职

业的分化也是缓慢的。人们沿袭着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行为方式，以至于可以短期内获得一生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生产力由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相继实现而大大提高，使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劳动的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

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单位的一个岗位上从事一种职业的可能

性越来越小。未来学家预测，21 世纪人类的职业大约每过 15 年就

要更新 20%，而 50 年后，现存的大部分职业将寿终正寝，取而代

之的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职业。 
人们在更换职业时，要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更换岗

位也必须不断更新原有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生存与发展。包括中职毕业生在内的每一个从业者，必须“活到

老，学到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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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职业的多样性 

1．职业分类 
所谓的职业分类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对社会全体

从业人员所从事的各类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和研究，按照其活动的

性质、对象、内容、形式、功能和结果等进行的类型划分和归总。 
职业分类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的职业状况，还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每个职业的具体状况，尤其是每个职业的任职要

求，从而帮助我们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卓有成效的职

业训练。 
1999 年 5 月，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这部目前国内最具权威的《大典》将职业归为 8 个大类，66
个中类，413 个小类，1838 个职业，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我国现有的职业分类 

第一大类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

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含 5 个中类，16 个小类，25 个

职业 

第二大类 专业技术人员 
含 14 个中类，115 个小类，379

个职业 

第三大类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含 4 个中类，12 个小类，45 个

职业 

第四大类 商业、服务业人员 
含 8 个中类，43 个小类，147

个职业 

第五大类 
农、林、牧、渔、水

利业从业人员 

含 6 个中类，30 个小类，121

个职业 

第六大类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

人员及有关人员 

含 27 个中类，195 个小类，1119

个职业 

第七大类 军人 含 1 个中类，1 个小类，1 个职业 

第八大类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

人员 
含 1 个中类，1 个小类，1 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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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反映职业的演变，2004年 7月，我国开始对《大

典》进行修订，并推出了新职业定期发布制度。2004 年 8 月
1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公布了形象设计师、首饰设计制
作员、锁具修理工、呼叫服务员、汽车模型工、汽车加油站操

作工、水产养殖质量管理员、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牛肉分级

员等 9个新职业。同年 12月，又发布了第二批 10个新职业，
分别为：商务策划师、会展策划师、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景

观设计师、模具设计师、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家具设计师、

客户服务管理师、宠物健康护理员、动画绘制员。 
2．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了职业演变 
（1）社会经济结构对职业结构的演化起着重要决定作用。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产业

结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迁都十分缓慢。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越来越成为

各国谋求发展的主要途径，经济发展的结果使产业结构、行业结

构变迁的速度加快。比如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时期，纺

织行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行业，到了 20 世纪，钢铁和建筑行业则

开始超过它。而电子、计算机行业从产生、发展到成为当今社会

的一个主要行业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与此相适应的职业结

构，如职业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即职业的演化速度在加

快，职业更替频率在加快。 
（2）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职业的演化起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

设备，对它们的研究和应用必然导致新旧职业的更替。比如，激

光照排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产生了计算机打印和激光照排的职业，

原来的手工排字员将失业；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出现了如计算

知 识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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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设计、计算机网络、自动控制等职业。 
总之，科学技术发展越快，职业变化也就越迅速。21 世纪是

技术创新的世纪，科技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人一生面临的职业

变化也会越来越频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每个人一生

平均有 4～5 次的职业转换。美国的产业工人一生中岗位流动平均

达 17 次之多，日本人一生中职业转换也有 6 次以上，我国目前就

业人员的职业转换平均也有 3～4 次。这说明职业既有稳定性、连

续性，也有流动性、变化性。 
 
 
 
“跳槽”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么，从国

家、集体和个人的角度来看，都各有利弊。请大家讨论、辨

析“跳槽的利弊是什么？” 
（3）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促成

了现代职业的迅速演变，每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必然伴随着职业的

重组和大批新职业的产生。未来职业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分工、

职业类别、职业内涵等方面都有明显特点。 
从社会大分工看  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人数相对减少，第

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大大增加。工业与农业、脑力与体力的劳动界

限逐渐模糊。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体力劳动减少，

脑力劳动增加以及体力劳动脑力化，即职业的技能化加强。劳动

密集性产业逐渐向知识密集性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用人单位对纯

体力劳动者需求明显减少。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的重要经济政策，在这一政策的

引导下，卫生、教育、商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业、保险业、物

业管理业、通讯业、社区服务业等有关的职业得到较快发展。 

辩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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