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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微课名称 播种性格，收获人生

------探索职业性格

授课教师 肖巧萍



思政微课项目教学设计方案

微课程信息

微课名称 播种性格 收获人生

所属课程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教学内容 职业性格探索

授课对象 高职院校大学一年级学生

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掌握性格和职业性格的含义，认识职业性格对个人择业的

影响。

能力目标：运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理解不同职业对性格的要求；

培养良好职业性格的能力；

分析判断自己性格特征与目标职业适应程度的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适应职业的意识；

进一步培养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

正视自我，自尊自爱。

教学重难点
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职业性格。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教学用途 翻转课堂课前预习

授课时长 10 分钟

微课程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

暖身导入
性格因人而异，

具有独特性。

罗曼•罗兰：“每个人

都有他隐藏的精华，和任

何别人的精华不同，它使

人具有自己的气味。”

通过名人名言切入

主题，初步感知什么是性

格。



概念认知

性格和职业性格

的概念

性格对职业选择

的影响

职业对性格的塑

造

概念解读（简单举例）：

性格：也叫个人特质，是

一个人在对待客观事物

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所

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

个性心理特征。

职业性格：是一个人在

长期特定的职业生活中

所形成的与职业相联系

的、稳定的个性心理特

征。

不同职业对从业者性格

要求是不同的，性格影响

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和

适应性，同时职业对性格

也具有一定的塑造力。

通过对性格概念进行分

解并对比不同的性格，让

学生对性格概念有直观

的印象；

如：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

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不

同性格的人对国家、对学

习、对他人、对自己的态

度都不同；

性格表现在待人处

事的行为方式中。不同性

格的人待人处事的方式

也不同；

性格具有稳定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通过介绍职业性格的概

念引出“不同职业对从业

者性格的要求是不同

的”，引导学生主动调适

自己的职业性格，更好地

做到“人职匹配”，适应

职业和社会。

（逐步培养正确的择业

观和劳动观）

如：司机需要小心谨慎、

销售人员需要积极热情、

教师需要无私奉献、警察

需要严于律己等。

（性格会影响人们对于

职业的适应性。）



问题澄清

1.性格没有好

坏、对错之分。

2.可以通过个人

的自我教育，以

及外部因素的影

响对性格进行调

适和塑造，不断

完善与发展自己

的性格。

引出性格的影响因素问

题：

1.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2.有没有所谓的“完美性

格”？

3.性格是可以改变的

吗？

通过对比的方式，引导学

生认识到每一种类型的

性格都有其独特的优点。

呈现外交天团赵立坚刚

入职和现在的工作照片，

通过对比，让学生感知性

格是可以通过教育、实践

等主观努力以及环境的

影响得到改善的。

性格的形成是先天

和后天的“合力”，因此，

性格因人而异。

通过对比的方式，引

导学生认识到性格就像

我们的左右手，没有好

坏、对错之分，从而使学

生能正确地认识自我，学

会爱自己、自尊自信；同

时更好地理解他人，感恩

谦让、悦纳包容。（推荐

阅读：每种性格都成才）

通过引入赵立坚胸

怀家国，立志成为像周恩

来总理那样的外交官，通

过不断磨炼和努力，由内

向羞涩、社恐“二把手”

转变为霸气沉稳、言辞犀

利的蓝厅“外交天团”之

一的事例，让学生认知

“职业对性格的塑造”：

大学生可以通过坚

持不懈的阅读、运动等方

式，调适自己的性格。“广

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

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

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

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

自己成为高尚的人。”（引

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

对青年进行鼓励、鞭策和

激励）



总结延伸
总结延伸，

回归主题

“优秀的性格和钢铁

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

重要。”良好的性格对于

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

影响。我们大学生应该尽

可能地发现自己性格中

的积极面，修正自己性格

中的不足之处，扬长避

短，塑造良好的性格，悦

纳自己、悦纳他人。

通过 10 分钟的课，

同学们应该对性格和职

业生涯的关系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性格决定命

运，要从现在开始认知自

己的性格，改善性格中的

缺陷，提高自己的性格修

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

养成正确的择业观和职

业观；培养积极主动适应

社会、适应职业的进取意

识。“播种思想、收获行

为；播种行为、收获习惯；

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

种性格、收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