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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学生发展指导发展至今已有１００多年，在经历了职业指导、适应性指导、发展性指
导、全面推广四个发展阶段之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学生发展指导模式，
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以个体发展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积极心理学为指导，在国外典型模
式和国内学生指导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的“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该模
式阐述了基于关系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指导地位、指导重心、指导对象、指导人员、指导内容、指
导模式、指导范围、指导依据等八个方面的理念转变，建立了适合高中的发展指导制度、机构和机
制，并且，提出了品德、心理、学业、生涯、生活五个全面而有层次的指导内容，针对学生不同需求
的三级指导模式以及具体可操作的五步骤发展指导过程，旨在促进全体学生健康而有个性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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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是人生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个体向成人

发展的关键 时 期，不 仅 是 个 体 生 理 迅 速 发 展 的 时

期，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

不仅是知识和技能学习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为未来

学习、职业和生活做准备的时期；不仅是各方面积

极品质发展 的 时 期，也 是 心 理 行 为 问 题 高 发 的 时

期。鉴于高中阶段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促进高中

生的发展，减少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

这些问题对高中生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一些发达国

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日本、芬兰、澳大利亚、

香港、台湾等，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菲律宾等，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学生发

展指导制度和指导模式。而且，大量的研究也已证

明学校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促 进 作 用（Ｅｖａｎｓ　＆ Ｂｒｕｃｋ，１９９２；Ｉｍｏｎｉｋｈｅ，

Ａｌｕｅｄｅ，＆ Ｏｊｕｇｏ，２０１１；Ｌａｐａｎ，１９９７；Ｗｈｉｓｔｏｎ，

２００９）。我国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颁布了《国 家 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其中的第５章《高中教育》明确指出：“建立学生发

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

面指导”，“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因

此，不论是从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我

国政府颁布的政策来看，在我国建立高中生发展指

导制度，探讨高中生发展指导的有效模式已经成为

一件重要而且迫切的事情。我们已经撰文就建立

适合我国国情的高中生发展指导制度进行过探讨

（方晓义，袁晓娇，邓林园，胡伟，２０１３），本文将围绕

有关高中生发展指导模式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提

出适合我国高中生发展的指导模式。

一、学生发展指导的发展历程

学生发展指导发展至今已有１００多年，随着社

会发展与教育理念的转变，早期盛行的以职业指导

为主的学生指导已不能满足教育需求，不断受到各

方挑战，学生指导在指导理念、指导内容、指导模式

等各方面不断发展与变革，总体来看，学生发展指

导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职业指导、适应性指导、发

展性指导和全面推广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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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导最早起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

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劳动力的

分配问题，科学技术的提高，职业教育的扩增，民主

制度的 传 播 这 四 个 因 素 带 来 了 职 业 指 导 的 发 展

（Ｂｒｅｗｅｒ，１９４２）。最 早 的 学 生 指 导 仅 仅 局 限 于 职

业指导，指导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为学生提供职业

信息，进行职业评估、工作安排以及提供生活生涯

课程（Ｇｙｓｂｅｒ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２；Ｍｙｒｉｃｋ，２００３）。

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 开 始，随 着 心 理 卫 生 运 动、教

育测量运动、进步教育的发展，对学生的关注点逐

渐从社会工业、国家和政策的角度转为个人和教育

的角度，认为学生在职业方面出现的问题是由其在

教育、心理 等 方 面 的 个 人 适 应 问 题 带 来 的（Ｊｏｈｎ－
ｓｏｎ，１９７２）。该时期的学生发展指导关注学生的适

应性问题，如教育环境、家庭环境、朋友关系、健康

问题、两性问题等方面的指导（Ｒｕｄｙ，１９６５；Ｃａｍｐ－
ｂｅｌｌ，１９３２）。由于心理治疗的兴起与发展，个体咨

询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成为辅导的一项主要

方式。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随着学生个体服务运动

对学生发展指导的影响，学生发展指导的目标变为

“提高每个个体自我向导能力的工作”。咨询仍然

作为学生发展指导中的中心方式而存在，包括个体

咨询和团体咨询（Ｓｔｒｉｐｌｉｎｇ　＆Ｌａｎｅ，１９６６），在此时

期，学生发 展 指 导 由 对 学 生 的 适 应 性 指 导 向 教 育

性、发展性指导转变，关注于学生的潜力开发以及

能力提高等方面（Ｍａｔｈｅｗｓｏｎ，１９６２）。
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学生发展指导已成 为 和 教

学、管理并 重 的 现 代 学 校 三 大 职 能 之 一（杨 光 富，

２０１１；张萌，２００９；常永才，１９９５）。学生发展指导已

经在全球各国和各地区得到推广，各国和地区结合

本土实际情况，各自发展出适合于本地的学生发展

指导模式，如美国综合性指导模式，法国方向指导

模式，日本生活指导模式及台湾“教训辅三合一”辅
导模式等。

这些典型的发展指导模式内容和形式上都有

其相同之处，在内容上涵盖了学生发展的学业、生

涯、个性式社会性等各个方面；在形式上更加多样

化，包括课程、个体指导、团体辅导、心理咨询等，但
又各具特点：（１）美国综合性指导模式指导内容广

泛多样，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提出了发展目标；注

重服务性工作，如帮助学生拟定课程表，为学生提

供升学、职业信息，为学生提供职业兴趣测验等；强
调整 体 性，是 咨 询 师、行 政 人 员、全 体 教 师 相 互 合

作，整合社区资源，面向全体学 生 的 指 导（Ｇｙｓｂｅｒ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２）。（２）法国方向指导模式的指

导重点主要是学生的升留级以及未来职业的选择

（杨光富，２０００）。法国政府解释方向指导是在把青

年男女安置在工商业之前的全部工作，指导的目标

是发现学生在道德、身体和智力方面的能力（邢克

超，李兴业，２０００）。（３）日本的学生指导又被称为

“生活指导”，是 以 社 会 为 本 位 的 生 活 方 式 的 指 导

（马婷，２０１１）。生活指导模式主要是通过为有心理

问题 的 学 生 提 供 个 体 心 理 咨 询 （Ｋｕｒａｍｉｔｓｕ，

２００４）。（４）我国台湾地区推行的“教训辅三合一”
整合模式本着预防重于治疗的教育理念，其特点在

于引进了“三级预防观念”：一级预防为教师辅导；
二级预防为专业咨商；三级预防为矫正治疗（蔡纯

姿，２００２）。

二、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

尽管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发展了适

合本地情况的学生发展指导模式，然而在我国，学

生发展指导工作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存在着种种不

足（方晓义，袁晓娇，邓林园，胡伟，２０１３），同时，中

国作为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社
会文化、教育体制和目标等方面都具有其独特性，
因此，建立 适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发 展 指 导 模 式 尤 为 必

要。本文以个体发展理论（如哈维格斯特综合发展

理论、艾 里 克 森 的 毕 生 发 展 理 论、Ｇｙｓｂｅｒｓ的 生 活

生涯发展理论等）、生态系统理论、积极心理学为指

导，在国外 典 型 模 式 和 国 内 学 生 指 导 现 状 的 基 础

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的“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

指导模式。该模式包括几个重要的部分：（１）发展

指导理念的转变，强调发展指导要转变过去很多理

念；（２）发展指导制度的建立，为保证发展指导的顺

利进行，要建立适合学校的发展指导制度、机构和

机制；（３）发展指导内容的多样性，强调学生的发展

任务是全面而有层次的，包括品德、心理、学业、生

涯、生活各个领域；（４）发展指导的层级性，指导模

式根据学生 的 不 同 需 求 而 分 为 三 个 层 级：一 级 指

导、二级指导、三级指导；（５）发展指导的步骤性，通
过具体可操作的发展指导步骤来进行学生发展指

导，促进全体学生的健康而有个性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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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发展指导的理论基础

发展任务是出现在个体生命中某个时期的任

务，完成这一任务将使个体感到幸福，并对其成功

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有所帮助；如果个体没有完成任

务，则其幸福感会缺失，被社会排斥，并在接下来的

任务中陷入困境（Ｈａｖｉｇｈｕｒｓｔ，１９５６）。毕生发展理

论指出：人生在每一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社会对

个体也会提出不同的任务，青少年期（１２－１８岁）的

主 要 发 展 任 务 是 形 成 角 色 同 一 性，防 止 角 色 混 乱

（Ｅｒｉｋｓｏｎ，１９６３）。发展任务具有文化的差异性，青少

年在生 活 的 不 同 阶 段 也 会 面 临 不 同 的 发 展 任 务

（Ｋｌａｃｚｙｎｓｋｉ，１９９０）。生活生涯理论更加强调了青

少年全面积极发展的思想，强调青少年的发展包括

学业方面（学习准备）、生涯方面（生涯规划、职业准

备）、个性社会性方面（自我认识、人际交往、生活角

色、环境和事件）（Ｇｙｓｂｅｒ，２００３）。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生态学的或系统论的观点，

该观点的核心是把发展视为一个“个人—环境”相

互作 用 的 过 程（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对

于青少年来说，家庭、学校和同伴系统是青少年直

接面对和接触的环境，对个体发展有着直接和深远

的影响，因此一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积极心

理学认为：“传统的消极的心理学确实为社会发展

做出了贡献，但实践也证明了我们不能靠对问题的

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患心理疾病的人仍出现成

倍增长），心理学必须转向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通
过大力提倡积极心理学来谋取人类幸福”。如何认

识青少年将会影响我们培养青少年的方式，以积极

的态度看待青少年的发展，重点关注青少年的能力

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些潜质的方法，这一观点逐

渐得到 专 家 与 学 者 们 广 泛 认 同（任 俊，２００６）。因

此，“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坚持关注

关系系统（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而非关

注具体问题。传统学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聚焦学

生问题，以改变学生行为范式为目的，而“５Ｌ＆５Ｓ
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认为，学生的关系系统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问题虽然出现在学生的身上，
但反应的是学生所在关系系统的问题，比如在关系

中被过度关注或忽视，因此，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是

通过创造积极而有创造性的关系来促进学生的发

展，改变关系系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根本途径（如

图１）。这也是“５Ｌ＆５Ｓ高 中 生 三 级 发 展 指 导 模

式”的理论基础。

图１　“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理论基础

（二）学生发展指导的理念转变

在学生发展指导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

生发展指导工作现状，“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

指导模式”提出了以下８个方面理念的转变：

１．指导地位的转变：从附属地位到核心地位。
坚持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核心地位，把学生发展指

导放在与学校的教育职能、管理职能的同等地位。
从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要满足学生的多

样化需求，学生发展指导占据着重要地位，已成为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公认的与教学、管理并重

的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

２．指导重心 的 转 变：从 问 题 导 向 到 促 进 发 展

导向。学生发展指导的核心在于促进学生的积极

发展，对问题和危机的预防和矫正是发展指导的辅

助手段，发展指导的工作焦点是促进全体学生的健

康发展。

３．指导对象 的 转 变：从 关 注 学 生 个 体 到 关 注

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整体。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应围

绕学生、教师和家长共同展开，在关注学生的同时，
也应把促进教师和家长的身心健康作为主要工作

内容，并为他们提供信息支持和综合性服务。

４．指导人员 的 转 变：从 心 理 健 康 教 师 到 教 师

全员参与。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由全体老师共同承

担，而不只是发展指导教师的责任。学生发展指导

应通过全体教职员参与不同的工作、承担不同的职

责来创造积极友善的校园环境，这是促进学生发展

的必由之路。

５．指导内容 的 转 变：由 分 割 独 立 到 有 机 融 合

的指导内容。学生发展指导是一个全面性的概念，
包括学生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不仅局限在心理健康

方面，发展指导工作的内容应是在一个整体之内，
而非各部门独立开展。

６．指导模式的转变：从单一模式到三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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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指导工作针对全体学生，实施多层次的分

级指导。学生发展指导不仅仅关注出现问题的学

生，应该专注全体的多样化需求，促使学生个性化

发展。

７．指导范围 的 转 变：由 单 一 学 校 到 学 校－家

庭－社会结合。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由学校、家庭、
社会共同承担，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学生所处

的关系系统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发
展指导工作 通 过 校 内 外 合 作，家 校 合 作 等 不 同 方

式，营造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整体氛围。

８．指导依据 的 转 变：由 依 据 经 验 到 依 据 实 证

数据。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设计与改进都应基于

实证调查的数据，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工作都是

基于经验而开展的，很难满足学生真实需求、引起

学生兴趣、保证指导效果。
（三）制度建设

为了更好地为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开展和实施

奠定基础，“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应
设有专门的指导部门和相应的规章制度，每个学校

应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发展指导规章制度，在人员配

比与资质、人员培训、时间保障、物质保障、管理与

评估等方面 做 出 明 确 规 定（方 晓 义，袁 晓 娇，邓 林

园，胡伟，２０１３），以 保 证 学 生 发 展 指 导 工 作 有 序

进行。
同时，在本校规章制度的指引下，建立 相 应 的

指导机构。如图２所示，每所高中设有学生发展指

导委员会，由校长或德育副校长兼任委员会主席，
成员包括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发展指导教师、年级

组长、班主任、科任教师、家长、社会或社区人士，负
责全校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总体规划与决策。学生

发展指导委员会下设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全面负责

学校发展指导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包括组织和领导

发展指导活动，实施对其他老师的培训，根据学生

需要设计和组织实施发展指导计划；邀请专家开展

教师教学技能培训为教师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服

务，以及对家长提供知识性培训讲座；协调学校和

家庭、社会的关系等。
按照职责和功能的不同，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

主体 分 为 三 个 部 分：实 施 组 织、支 持 组 织、资 源 组

织。实施组织包括学校的全体教师、发展指导教师

和导师。全体教师共同承担学生指导的职责，为学

生创造和谐友好的校园整体氛围，把品德、心理、学
业、生 涯、生 活 教 育 与 课 程 教 学 结 合 起 来；能 够 识

别、解决学生发展中出现的一般问题。发展指导教

师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为教师工作提供督导，为

家长提供培训，为学校的发展指导工作提供专业支

持和保障。根据教师的专业背景和培训经历，发展

指导中心设有品德、学业、心理、生涯、生活五个导

师组，导师按照所属导师组为各年级学生开设发展

指导课程，定期与指导学生、家长会谈，与学生、家

长共同制定学生生涯发展计划，共同探讨学生存在

的问题以及促进学生发展的方法。

图２　发展指导中心组织架构

支持组织包括学生辅导员和家长委 员 会。发

展指导中心选择高二的学生担任初入学学生的小

组辅导员。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切身体会，帮助和

指导新生选课和制定学习计划，使新生尽快适应高

中阶段的学习生活。家长委员会需要经常同学校

有关人员联系；作为客座发言人参与学校活动；参

与学生指导和咨询服务的活动；提供有关学生指导

和咨询服务工作的效果反馈信息。
资源组织包括发展指导专家以及其他社会资

源，包括医院、工厂、公司等。这些资源组织为学校

发展指导工作提供更为专业的建议，同时提供社会

实践的场所，使学生了解各行各业，同时发现学生

各方面的能力、兴趣和爱好。
（四）指导内容（５Ｌ）
我们通过对美国、欧盟、芬兰、日本、澳大利亚、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提出的高中生发展的主要任务

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尽管不同地区制定的学生发展

任务的侧重点多有不同，但各国及地区在培养目标

上存在一些共同的趋势。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学生

发展指导内 容 综 合，涵 盖 了 学 生 学 习 生 活 的 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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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涉及到个性社会性发展、学业发展、职业发

展和生活发展几个领域。同时，高中阶段正是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特殊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背

景下，对学生的品德、价值观指导具有更为重要的

意义与作用。
因此，“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在

国内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５项高中生发展的

主要 任 务：（１）学 会 做 人（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２）学会健康（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３）学会学

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４）学会工作（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５）学会生活（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ｖｅ）。这几个方

面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３　高中生发展任务层次理论

“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认为，高
中生的发展任务是有层次的，学会做人、学会健康、
学会生活是学生发展任务，也是作为一个人最基础

的部分，在这三个方面得到良好发展之后，就形成

了高中生的 基 本 品 质 素 养、心 理 素 质 以 及 生 活 技

能，在此基础上，学生进一步地发展学习能力，学习

知识和技能；在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更好地

为未来的学习、职业和生活做准备。我们将此称为

“高中生发展任务 层 次 理 论”（如 图３）。高 中 生 在

此阶段形成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学习能

力，并 为 将 来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做 准 备，这５个 学 会

（５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５Ｌ）是高中生发展的核心，能够贯穿

高中生的一生。
具体 而 言，学 会 做 人（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指

的是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

发展指导模 式”促 使 学 生 在 人 生 观、世 界 观、价 值

观，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公民素养，是非判断，社

会责任感，环保意识，感恩诚信以及亲社会品质等

方面的发展。
学会健康（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指 的 是 提

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主要包括自尊自

信、独立思考、情绪调控、压力应对、沟通技能、人际

交往等方面。

学会学 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指 的 是 激 发 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发展主

要包括学习动机、学习计划、学习策略、学习习惯、

自主学习、创新学习等方面。

学会工作（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指的是促进学生

生涯发展。具体而言，生涯发展主要包括生涯规划

意识、升学规划、生涯计划、职业体验、就业目标、面
试准备等方面。

学会生活（Ｌｅ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ｖｅ）帮助学生提高生活

技能。“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指导

学生掌握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和作息习惯，独立生

活，行为规划，时间管理，珍爱生命，自我保护，高科

技技术使用等方面的生活技能。
（五）指导模式

由于成长环境和个体的差异，学生的发展水平

和需求也有所不同，“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

导模式”根据指导范围的不同，通过多种指导途径

来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统整规划出更有针对性、

科学有效的三级指导体系（如表１）。总体来说，一

级指导应面向全体学生，结合本校学生的特点开设

发展指导课程，安排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主题班

会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全体学生的健康

发展；二级指导面向部分学生，结合部分学生的特

点安排选修课、主题讲座、社团活动、团体辅导，以

满足部分学生的发展需求或者预防和解决学生发

展中的问题和困惑；三级指导面向个别有特殊发展

需要和问题的学生，由发展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心

理咨询，专业导师组的导师对其进行个别指导，以

充分挖掘和发挥学生的潜能或者有针对性地解决

个别学生发展中的问题。

表１　三级指导模式的目标与形式

一级指导 二级指导 三级指导

指导目标 发展 发展、预防 发展、矫治

指导方式 课堂渗透、

发展指导课程、

校园文化活动、

主题班会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

选修课、

主题讲座、

社团活动、

团体辅导

心理咨询、

个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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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导过程（５Ｓ）
鉴于以往的德育教育、心理咨询工作经验性较

强，缺少步骤性、实操性，“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

展指导模式”根据学生发展指导的理论基础和基本

理念提出了５步（５－Ｓｔｅｐ，５Ｓ）指导过程（如图４）。

图４　“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的５步过程

首先，第一步是评估学生需求和发展水平。由

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对于学生在品德、学业、心理、生
涯、生活方面的现状及需求进行调查，处理统计学

生数据的调查结果。第二步是制定学校方案。根

据学生需求和发展水平的调查结果，制定学校总体

计划、年级总体计划，例如，对于学生需求较高或是

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主题，学校需面向全体学生开

展一级指导。第三步是实施学校方案。由学生发

展指导中心根据学校计划监督活动的实施过程，落
实情况。第四步是评估学校工作。由学生对自己

参加的各项活动以及教师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同

时，教师对学校开展的活动进行自评。最后，第五

步是改进学校工作。由教师总结本学期发展指导

工作的有效经验，包括效果良好的活动以及效果欠

佳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
在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时，“５Ｌ＆５Ｓ高中

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坚持以发展为主，以学生为

本，以数据为基。可以看到，促进发展贯穿在三级

指导模式的各级目标当中（如表１），预防和矫治只

是发展指导的辅助手段，发展指导关注的是学生的

积极发展而非具体问题，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成长

和成才的需求和潜质。并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

作用，在工作之始就对学生在品德、学业、心理、生

涯、生活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需求进行调查，在实

证数据的基础上，根据调查结果制定本学期的发展

指导计划，开展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同时，重视学

生、教师对活动效果的评估，以评估的数据作为改

进活动的依据，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学生发展

指导工作，使之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５Ｌ＆５Ｓ高中生三级发展指导模式”是适合

我国国情的综合性的发展指导模式，涵盖了全面的

指导内容、有层次的指导模式以及操作化的步骤，
可以帮助普通高中建立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指导

模式，从而促进高中生积极健康的成长，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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