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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发展概述》从人们日常所熟知的职业人手，对职业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过程给予描述，并
探讨了影响职业发展变迁的主要因素，给出了职业的定义、特征及分类状况。
针对与电有关的职业，从电以前的职业技术机械化出发，对以电气化、电子、通信、计算机（IT）为
主要技术特征的各阶段相关职业的起源、特点与作用进行实例分析，并对职业分析研究的方法进行了
介绍。
以其他能源到电能源形式的转换为中心，介绍了新的环保项目及相关职业的工作和安全等法律法规等
条例。
最后展望职业工作的现状与未来，并以上海职业培训指导中心为例分析了一个开放式的职业指导培训
平台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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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一个职业包括若干个劳动对象或工作种类。
如教师职业，可分为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等。
又如社区服务职业，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对象或工作。
　　（3）职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产物。
如某个新的职业，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如社区服务），但它仍然产生和发展。
　　上述的分析、比较表明，人们要做事情，要劳动，就要开展一定的活动，并将自己的活动界定在
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教师、医生、工人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就是人们在工作或劳动中扮演各种角色，以及开展各种劳动活动的区域或称谓
。
一个职业可包括若干个不同层次、或相同层次的工作岗位或工作类别。
　　1.2职业的产生和发展　　1.2.1职业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1）原始社会形成了职业的萌芽并
逐渐为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原始社会初期，大抵并无职业可言。
虽然在氏族成员中有自然分工，比如男子要出外作战、狩猎、捕鱼；女子在家管理家务、抚养子女、
制作食物与衣着。
但是，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我国山顶洞文化时期，在氏族公社里，产生
了按性别和年龄进行的不稳定的分工，这可以说是职业的萌芽。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时代的变革，即发
明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
从此，人类结束了以采集和捕获自然物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开始进入了靠人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
和繁殖来取得重要生活资料的时代，从而把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制陶技术的进步反映了手工业的发展。
因此，可以说，在原始社会中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
虽然，当时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职业分类，但却为以后的许多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封建社会形成了固定的职业分类，职业的种类日渐繁多　　大约从公元二千至三千年，我
国开始使用铜器，完成了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过渡，后来，人们逐步掌握了炼铁技术，能够制造
成批的铁器。
这表明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的过渡促进了职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应的各种职业丰富起来。
在农业方面，除了生产粮食以外，已开始经营园艺和饲养牲畜，手工业中也出现了冶金、榨油、酿酒
和制陶等部门。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出现了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
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业、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所包括的各种职业
也发展起来。
例如，在著名作家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中，也提到了雅典手工业的概况，并且列举了木工、雕
刻工、青铜工、石工、金工、画师、纺织工、箍桶匠、铺路工和矿工等各行各业。
另一方面，随着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的出现，又导致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
至此，人类社会“出现了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
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伴随其发展产生了许多职业，且那些职业基本上能够
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很少出现职业被淘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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