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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摘要 

2024 年全国两会召开，每年两会，职业教育都是广受关注的议

题，今年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各民主党派中央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融通内外、贯通上下，呈现出新的

视角。代表委员就：如何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破解职

业教育的证书难题、如何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因地制宜推进职业

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议案。 

《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年报中指出我国职业

教育面临的三方面挑战：一是办学条件不充分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提出挑战；二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出新挑战；三

是人口变动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提出新挑战。正如《质量年报》中呼

吁的那样，职业教育既要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又要正视

“大有空间”的现实差距，值得思考和关注。 

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

首批本科生开学典礼在柬埔寨金边举行。国际化实践和理论研究正在

稳步探索前行。 

 

图书馆 

2024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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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会聚焦 

 

 

 

1.1 2024 年全国两会召开，教育热点话题抢先看！ 

3月，春风送暖，生机盎然 

2024年全国两会盛大召开 

在陆续公布的政协提案中 

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的相关议题 

受到高度关注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今年教育系统

的工作主线、头等大事、一号工程。 

通过梳理后发现，在教育类提案中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教育等话题备受

关注。 

科学教育问题广受关注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中小学科学教育在实践中还存在优质科学教育服务

供给不足、实验课落实不到位、“黑板上做实验”现象比较常见等问题。 

为此，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做好青少年科学教育加法的提案》，建议财政经费投

入、项目规划编制向中小学科学教育倾斜，建立和完善科学教育质量监测及科技特色学

校发展评价体系。大力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中小学开放实验室等科技资源，开设夏

冬令营，通过联合教研、联合培养，科教融合培养科学教师。强化学校与科技馆的馆校

结合机制建设，鼓励科技馆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科学课程，加强科学教育资源数字化建

设，开发学生深度参与的科学活动。 

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公布的拟提交提案中，科学教育体系、科普、校内外融合成为高

频词。致公党中央拟提交《关于推进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建议构建中国式科学教育新体系大格局，引导科学家深度参与，发挥社会大课堂作用。

民盟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则将关注点聚焦在前沿科技成果与校内科学教育深度融合、构

建校内外融合天文科学教育体系等方面。 

民建中央在《关于导入智能科技元素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的提案》中建议，加



2 

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产学研”深度协同，提升科研赋能型人工

智能创新成果的高基础性和高应用性。“目前我国智能型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仍存在科研

赋能型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供给不足、科研赋能型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影响范围不大、算法

原创能力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等三个短板。”上述提案提出。 

民进中央在《关于加快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培养科创领军人才的提案》中建议，鼓励

高校探索建立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对交叉学科研究生招生和推免生指标、学位

论文评选、学位点申报、重大科研与人才项目及创新平台申报推荐给予倾斜支持。 

青少年心理健康成热点 

2023年 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在多部门联合、医教体融合、家校社协同的维度中，

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

次公布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拟提交的提案目录中，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

台盟中央等民主党派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给予了高度关注。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仍存在各条块间协同联动机制不健全、

心理健康问题分类施策的工作标准仍未建立等问题。民进中央在《关于构建全方位守护

青少年心理健康新格局的提案》中建议，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加强政策协

同与资源整合，强化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相关文件落实落地。尽快建立着眼长远“防未

病”与目前“治欲病”“治已病”并重的分类施策工作标准，经常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

态进行评估，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校日常教学全过程，做到“‘五育’并举、融合育

心”，构建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 

针对新时代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新要求，农工党中央在关于筑牢青少年心理健

康防线相关提案中提出，建议通过抓预防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组建心理危机干预

基地，建强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的服务机制。同时，强化

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确保心理健康相关经费投入，推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科研，

进而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的服务机制。 

同时，九三学社中央、台盟中央均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青少年全

周期心理疾病防治体系纳入拟提交提案目录。 

对职业教育关注呈多元化 

每年两会，职业教育都是广受关注的议题，今年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在建设教育

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融通内外、贯通上下，呈现

出新的视角。 

民革中央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合发展的提案》中，援引了 2022 年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的相关表述，明确职业教育不是层次教育，

而是类型教育，并强调职、普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该提案建议，出台学籍和学分互

相融通的配套政策。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搭建横向的融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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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搭建纵向融通平台。多渠道激励，促进职普学校积极参

与职普融通。目标是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推进职普融通，真正缓解社会对于“职普分流”

的焦虑，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民建中央则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案》中指出，自 2014 年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来，我国多次出台政策推进职教混改，

但目前仍存在因政策法规不完善、产权制度不清晰、管理制度不成熟带来的职教混改政

策“空转”现象。为此，民建中央建议，在《职业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补

充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相关内容，加强职教混改法治保障。明确职教混改产权制度，

保证各方投入要素价值明晰、归属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机制、完善退

出机制，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分配，完善多元共治管理体系。 

此外，民革中央拟提交的《关于推动高职教育校企深度合作破解人才瓶颈的提案》、

民盟中央拟提交的《关于加大职业院校财政投入力度优化财政支持方式的提案》《关于

完善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机制的提案》、致公党中央拟提交的《关于推动产业

工人技能提升健全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提案》，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职业教

育。 

 
 

 

 

 

 

 

 

信息来源：广州市教育局网站    2024年 3月 5日 

http://jyj.gz.gov.cn/gkmlpt/content/9/9521/mpost_9521431.html#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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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两会热议]架好产教融合“立交桥”——代表委员热议如何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 

■两会关注·走在建设教育强国大路上·共绘新图景 

“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

一批培养出来。”3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力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提

高职业教育质量。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作为重

点工作之一进行部署。 

“实实在在把职业教育搞好”“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就需要增强职业教育的

适应性和吸引力，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 

紧贴产业趋势，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传统产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速壮大，新质生产力正在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连接最紧密的职业教育面临着新

的机遇和挑战。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需要‘高精尖缺’科技人才，更需要大批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马玉霞在调研中发现，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汽车、生物医药、关键基础件等新兴产业普遍出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紧缺

的现象。 

紧贴产业发展趋势设置专业，是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应有之义。 

“对接行业和区域发展战略，我们正在推动专业动态调整，组建以轨道交通为一体，

医药卫生、电子信息为两翼，铁路相关工种为 N点的‘1+2+N’专业群，编制专业与新质

生产力适配升级方案，培养智能高铁运维等高端技能人才。”马玉霞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建议，职业教育要形成对接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群建设发展机制，针对数智技术、绿

色技术开设专业，形成人才链紧扣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根据岗位需求变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必由之路。 

“企业的智能化转型亟须职业教育培养更多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全国人大代表、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数控技能大师周颖峰介绍，去年公司建成了一条活塞杆自动

化生产线，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只需一个人操作，但要掌握磨工、数控车工、加工中心操

作、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 4项专业技能。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红军认为，职业教育要适应“无

人工厂”等工况背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高端性、复合型能力的要求。“我们在实训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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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重任务的综合性，教学团队由多个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师组成，共同培养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王红军说。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向科技创新这个方向转变，培养更多兼具创新型、知识型、

技术型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华说。 

破解堵点难点，建立高质量产教融合体系 

产教融合一直是职业教育的“卡脖子”难题，涉及观念、机制、政策、资金、资源

等方方面面。然而，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是必须迈过的坎儿。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湖南传出消息，将推动发改、财政、税务等部门联合制定本省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施细则，明确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操作办法。除湖南外，也

有一些地方出台或即将出台类似办法。 

细节、细则，对建立高质量产教融合体系来说，是最急需的事项。 

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

案》。提案指出，要加强职教混改法治保障，明确职教混改产权制度，完善多元共治管

理体系。 

“一定要进一步细化地方行政层面产教融合政策落实。”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

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说，目前，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对于产教融合的政策细则存在执行的

“空白区”，如企业参加产教融合是否有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如何支持产业学院落地

等。“建议督促各地制定产教融合执行细则，把产教融合纳入教育督导。”许玲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施文美呼吁，要尽快

明确多元主体合作办学的具体模式和权利义务，提升企业参与感和话语权，让企业真正

尝到甜头、得到实惠，破解融而不合、合而不深的顽症。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收到了教育部对他产教

融合提案的回复。答复函表示，将以“一体两翼”工作格局深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产业结构，加速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

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促进教育与产业互融共生。 

“‘一体’即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两翼’即市域产教联合体

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答复函让我感受到国家推动职业教育产教‘双向奔赴’的决心。

我更坚定了履职尽责的信念和决心，将持续关注推动相关工作。”张运凯说。 

完善职教体系，畅通多样化成长成才路径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尽管近年来国家重视

职业教育、产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民生就业离不开职业教育，但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仍然有待提高。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原因之一是还未能满足学生多样化成才

的需求，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学生成长成才路径在横向融通和纵向贯通上还存在

堵点，重中之重还是要完善现代职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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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代职教体系，要进一步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今年两会尤其关注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

力问题。“事实上，只要质量上去，中职同样受到热捧。”王仁祥建议，一方面要提升

中职质量，加快实施“双优计划”，提升关键办学能力；另一方面要推进普职融通，积

极探索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允许中职学生和普高学生学籍互转，

满足学生多样化选择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基本建立起“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一

体化的职业学校体系，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的“天花板”，

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当前，我国共有本科层次职业学

校 33所，2023年职业本科招生 8.99万人，比上年增长 17.82%。 

完善现代职教体系，还要做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贯通培养。 

王仁祥建议，加快建立实施“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教高考制度，扩大中职学生升

入本科的比例。施文美提出，应积极探索开展职业教育体系内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试

点，为有意愿够条件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升学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升学生学历层次和

技术技能水平。 

“只有技能人才有出路、能成才、能出彩，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周颖峰说。 

 

 

信息来源： 《中国教育报》2024年 03月 10日第 1版 版名：要闻作者：本报记者 欧媚 高毅哲 

http://www.jyb.cn/rmtzgjyb/202403/t20240310_2111165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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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两会热议｜如何破解？困在证书上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已经不是新话题了，政府也非常重视。眼下，我们需要为职业教育发展

的突围拿出举措。”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带着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提案，赴北京参会。 

在赴京前夕，黄震委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

士黄震。 

黄震委员今年的提案题为《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建议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技能专业性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

机制。 

采访中黄震强调，“我国正处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大战略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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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关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我们需要从‘国之大计’的高度

看待职业教育。”他认为，要想改变社会的成才观，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需要为职

业教育的发展建立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建立以职业资格为核心的人事招录、考核、分

配制度。 

“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3 月 5 日上午李强总理所作的 2024 政府工作报

告中，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及。作为科教强国的基础，职业技能人才是国家经济

和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资源。 

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高端科

创人才，也需要大批经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发展迎来春天，但也

需要更多政策框架为职业技能人才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40%的年轻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 60%，是世界各国中比较高的。即便进入普通高校深造

的学生比例已经如此之高，但仍然有大约 40%的学生，走上了职业技能教育的学习路径。

这 40%的年轻人，在陈旧的观念中总是被打上“成绩较差”“能力平平”的标签。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顾俊杰获得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金牌 

顾俊杰，三年前留校任教，现在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师，留校那年他

只有 20 岁，很可能创造了最年轻高校教师的纪录。顾俊杰自己接受的就是职业教育，

而现在他开始培养更年轻的学生。顾俊杰说：“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这样的求学道路。” 

15岁时，顾俊杰从初中班主任那里了解到中高职贯通的求学路径，和父母一起讨论、

考察之后，中考志愿他填报了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的中高职贯通专业，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取，学习印刷媒体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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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强，进入学校后我发现这个专业激发了我钻研的兴趣。班

级里像我这样对专业很感兴趣、学习比较积极的同学挺多的，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学

风涣散。”顾俊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被学校推荐参加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获得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金牌。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相关人才政策，获得金牌后顾俊杰不仅得到了可观的奖金，而且留校任教并享

受副教授待遇。“现在我正在攻读上海理工大学的成人教育本科学位，后面的人生道路

仍然要靠自己努力。” 

比顾俊杰略小几岁的侯志恒，在今年 1 月举行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上

海赛区总决赛中，获得成长赛道职教组金奖。侯志恒两年前从山东青岛考入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他把自己的职业规划放在了成为一名电

竞比赛解说员和电竞赛事专业人士的目标上。 

还没有毕业，侯志恒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电竞赛事产业有了深入的了解。

“上海是中国最活跃的电竞之都，我对毕业后就业是很乐观的。我父母最开始不太了解

电竞行业，现在随着了解的增加，他们很支持我在这个行业里发展。” 

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而言，为孩子选择教育路径时，就业是各种因素中权重很大的

一项。如果单从就业率来看，优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并不低。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斌向《新民周刊》介绍，这所学校的就业率接近

98%，即便是疫情期间也未受影响。“一些国企早早就到学校来‘预定’我们的毕业生，

优秀的毕业生很抢手。”陈斌校长认为，学校之所以保持高就业率，并且培养出技能大

赛的世界冠军，主要是基于教学改革和紧跟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是职业高等院校中的佼佼者，但陈斌校长仍然能感

受到家长和学生们对更高学历证书的渴求。“我们很多学生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学历上

进一步提升自己，比如通过专升本获得本科学历，如果有机会最好能拿硕士学位。”在

这样的现实需求下，如今优质的高职院校都在探索为毕业生创造更多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帮助他们完成更高学历教育。陈斌介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正在为升级为本科

院校做准备。 

通过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这一优质高职院校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就业市场上职业院校毕业生也广受欢迎。但是，因为社会对高学历的偏

好，以及用人政策上存在的学历门槛，使得职业院校毕业生仍然身处尴尬境地。 

这样的现象，迄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 

“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 

黄震委员在今年两会上针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建议，正是针对困扰职业教育的根本问

题，建议通过顶层的政策设计，扭转对职业技能人才的“偏见”。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基本制度尚不健全、社会对职业教

育的认同度低，职业学校和学生‘低人一等’，这些问题长期掣肘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黄震委员的提案直指目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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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黄震委员表示，我们首先应该从“国之大计”的高度去看

待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事关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打造人力资源强国；事关根本

上解决当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教育困境，使教育健康全面发展。我们应该跳出职业

教育的范畴，从构建未来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2023 年 9 月，上海市政协一行在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调研，并召开“深化产教

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办理推进会。 

一些发达国家把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作为现代制造业的基础，比如德国，大量的年轻

人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工作岗位，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黄震委员的提案聚焦在“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上。 

提案指出：纵观现代社会发展，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书整体数量萎缩，职业资格

证书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职业教育的“双证书”制度已基本淡出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职业教育“1+X 证书”制度，其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实行社会化等级

认定。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声音对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其弊端是

职业资格证书良莠不齐、权威度低、流通性弱、市场认可度不高，近年推出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也面临信效度差的问题。”提案认为，日渐式微的职业资格证书使职业教育缺

少了独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使职业教育逐渐呈现出“普教化”特征，这从根本上动

摇了职业教育的根基。 

黄震委员在采访中强调：2022年 4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

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

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如何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振兴职业教育，其关键是加强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设，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职业资格就业，从“学历社会”向

“技能型社会”转型，其核心是要从国家制度上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地位，

扭转社会唯学历的人才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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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这是人才市场上招聘广告里最常见的一句话，多年来

大家司空见惯，将学历作为求职门槛的做法，困住了千千万万接受职业教育的年轻人。 

黄震委员经常举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一天登载的 900多个招工广告中，79％要求

要有职业资格证书，而对本科学历有要求的只有 6％，对硕士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仅占

2％。“其核心是要建立就业市场认可度高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黄震委员认为，要尽快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技能专业性为基

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加快赋予职业资格应有的地位，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的

信效度、公信力和适用性，推动用人单位改变以往仅以学历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建

立以职业资格为核心的人事招录、考核、分配制度，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各行各业技术

技能型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从“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需要加快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把

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证书与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和衔接，实现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的等值。黄震委员的提案中建议：建立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技术技能型

人才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 

给技术人才更大舞台更好待遇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徐国庆进行

了深度的研究。他介绍，此前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逐步取消，初衷是为了减少证书

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原本具有权威性的职业资格证书取消后，职业技能的认定变

得模糊，学校实践教育失去了标准，企业制定相关待遇也失去了参照。 

徐国庆教授认为，应该恢复由政府部门统一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让职业资格证

书具有权威性。“证书的权威度越高，含金量越高，职业教育越吸引人。” 

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是为了解决“门槛”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就业时，他持

有一张权威度高、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证书，能够与一张高学历证书拥有同等的就业机

会，那么职业教育将回归它应有的价值。 

另外，职业技能人才在工作岗位上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也是家长和学生选择教育路

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徐国庆教授介绍，2021 年 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

施方案》，提出“提升全民技能、构建技能社会”。2021 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院提

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任务目标，明确要求 2025年“全面推进”，2035年“基本建成”，

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明确了时间表。 

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倡导看，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确，但在落地的政策

而言，职业技能人才的待遇、发展空间与他们的期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徐国庆教授对职业教育学校、用人单位等做了大量的调研。他发现，尽管现在高级

的职业技能人才薪资待遇不断提高，有的岗位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大学生可以选择的岗位，

但是，在职业发展和退休金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比如退休金，差距还

比较大。” 

化解“教育焦虑”，教育不止一条路 

无论是黄震委员的提案还是徐国庆教授的研究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社会发

展的需要，也是解决“教育焦虑”的关键路径。 

从数据上看，德国 30%的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70%的学生进入双元制职业学校。双

元制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密码，学生在企业和职业学校两个环境中接受教



12 

育。而中国的教育压力，来自比较单一的教育路径选择，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期待着孩子

考上重点大学，职业教育沦为无奈的选择。 

提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最常用到的比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黄震委员认为，

目前多数职业院校学生和职业教育办学者心中都有“挫败感”，要消除这种“挫败感”，

就必须改变人才培养从单轨制到双规制，落实以学历资格证书为核心的学历教育和以职

业资格证书为核心的职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教育类型。 

黄震委员表示，社会需要改变成才观和人才观，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优秀的工匠、劳

模和他们的成才故事，大力弘扬“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择业观。 

2022 年 11 月，陕西西安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展示技能 

近几年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社会上也存在一种“危机论”，认为很多技术工作将被

机器替代，职业技能人才将无用武之地。对此，徐国庆教授也调研了企业，企业管理者

告诉他，尽管制造业智能化后一些岗位不需要工人，但仍然还有很多岗位是需要技能人

才的。“而且你要相信，当一部分技术岗位被机器替代后，又会产生新的技能岗位需要

人去做，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一直是这样的。” 

密集调研寻找“真问题” 

民进上海市委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已经延续多年。2023 年 1 月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

四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杨蓉代表民进

上海市委作大会发言，题目是《打造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引起热烈

反响。 

杨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2022 年民进上海市委将“提升职业教育社

会认同，建设技能型社会”作为年度主委课题，赴上海中华职教社、上海飞机设计研

究院、申通地铁集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奉贤中专等单位实地调研，并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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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委办局人员开展座谈 6 场，参会人员 200 余人次，最终形成近 17000 字课题调

研报告，并转化为 2023 年市政协大会发言和民进界别提案。 

2023年，上海市政协将“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提案

督办。在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领衔下，民进上

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协多次与提案主办单位上海市教委，会办单位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

经信委、上海市财政局等代表沟通对接，召开办理推进会。 

这一年，调研小组还前往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调研，听取学生、家长、教师、用人单位意见。 

杨蓉介绍，广东省在职业教育上进行了很多创新探索。为了获得更多的有益经验，

调研小组同上海市政协提案督办调研组赴广东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职业院校进行考

察，并围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经过一年的进一步调研，民进上海市

委在 2024年的上海两会中再度提交了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提案。” 

 

2023 年 11月，由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江苏省纺织服装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

主办的 2023“海澜之家·江苏工院杯”江苏省纺织服装院校服装设计大赛在江苏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落幕。 

在调研中，研究者们看到了来自一线的“真问题”。 

杨蓉告诉记者，从调研中发现，当前社会存在企业招工和就业人才错配的困境，尤

其是高端制造业面临不小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而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匹配自

己能力的合适岗位，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和竞

争。 

此外，调研中还发现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比预想的还要低。一个现象是，

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的主要阵地，而职业院校则是考分不够、不得已

的去处。另一个现象是，上海市学生和家长在中考前在校内接受过职业教育相关资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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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比率低于 5%，学校不愿意多介绍的原因是担心对职业教育的宣传会“拉低平均

分”，而绝大多数初中均以“平均分”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调研发现，从家长、学生

到学校教师，都对职业教育认同较低。” 

上海是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我国第一所现代职业

学校均诞生于上海。上海“老法师”曾经是一块金字招牌。徐国庆教授在长三角调研时

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当地的很多民营企业创立之初，老板开着桑塔纳，带着螃蟹、年

糕到上海邀请上海“师傅”去做他们的技术顾问，这些上海技术能手把当时最先进的技

术和丰富的经验带到外地，就能成就一个企业。 

民进上海市委的调研中，也专门研究了上海的职业教育现状。 

调研报告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市职业教育存在中职“小而散”、高职“少

而弱”的问题。目前上海 56所中职校，平均每所中职校在校生不到 1800人；“2022 年

中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上海 22 所高职院校只有 6 所进入前 500 名，排名最

前的仅在第 126 位;职业本科学校上海只有一棵“独苗”——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这与上海的产业与教育发展地位严重不符。徐国庆教授建议，上海应该集中资源办好几

所职业院校，重塑上海职业教育金字招牌。 

 

 

 

信息来源：  新民周刊  2024-03-08 记者｜黄祺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19612603467448 

 

 

 

 

 

 

 

 

  



15 

1.4 两会前瞻｜代表、委员关注职业教育：破解“说起来”重要实际“低

人一等”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技术技能人才，但职

业教育发展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说起来”十分重要与有关规定上“低人一等”、“看

起来”人才辈出与社会需求“不甚匹配”、“推起来”政策频出与落地效应“层层递减”

的矛盾。如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多位代表、委员拟

就此提出建议。 

扩大职业资格证书在考评考录中的应用 

据教育部 3月 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目前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门管理

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 7058 所，招生 454.04万人，在校生 1298.46万人。 

“我国深入推进中职与高职、高职与职业教育本科贯通式培养，中职毕业生升学比

例不断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0%以上。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速，社会

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在规模、结构和层次

上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特别是面向高端人才岗位的人才供给不足，存在‘看起来’人才

辈出与社会需求‘不甚匹配’的矛盾。”全国人大代表、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主任施文美表示，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认同度仍不够高，存在“说起来”

十分重要与政策规定“低人一等”的矛盾，“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由观念转

化为自觉行动尚需一个较长过程，特别是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考录仍对职教学子设置

较高门槛。据 2022-2024 年国考数据，专科可报职位数、招录人数占比分别为 1.40%、

0.92%、0.30%和 1.45%、0.73%、0.25%。部分单位对已就业职教学子在职称评审、岗位

晋升上存在学历限制现象。产教融合也不够深入，政校行企在政策协同和发展模式上还

有提升空间；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热情不高，存在“合而不

深”“松散脆弱”等问题。此外，还存在“推起来”政策频出与落地效应“层层递减”

的矛盾。近年职业教育利好政策频出，但实际操作中往往缺机制、少协调，造成执行方

向存偏差、责任落实力度不够、落地督查评估不全面、项目验收评价不具体等问题。 

施文美建议，加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考岗位设置的审查评估，降低专科受限

门槛，扩大职业资格证书在考评考录中的应用，推动落实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

参加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同时，逐步扩

大中本一体化（3+4）、中高职一体化（3+2）人才培养规模，积极探索开展职业教育体

系内中高本一体化（3+2+2）人才培养试点，为有意愿、够条件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升

学发展路径。 

设立“中国工匠日”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郑亚莉建议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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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杭州、苏州、咸阳、青岛等地已设立工匠日。“但日期各不相同、推进力度

各异，亟需在国家层面统一工匠日日期、规范活动开展等。”郑亚莉建议，在借鉴地方

实践的基础上，按法定程序，由人社部牵头推进设立“中国工匠日”，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协同进行调研论证、工作推进，在现有国家工匠主题活动的基础上，

加强中国工匠培育和表彰工作，形成制度支撑。设立全国工匠基金，建设一批高水平的

工匠学院。 

“还要统筹推进中国工匠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全链条发展，完善中国工匠专

项培养制度，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区级的中国工匠荣誉制度，常态化开展评选，制

定行业性专项培养计划，完善配套制度。”郑亚莉认为。 

推进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同样关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 

在他看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在管理体制上边界不清、

优势资源得不到充分融合等问题。“教育部门主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职（本科）院校，

人社部门主管技工院校。由于管理体制不同，统筹协同不足，缺乏融合发展，客观上存

在‘两个职业教育体系’。” 

陈小平建议，从国家和省域层面进行职教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厘清职责，由教育

部门统筹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的一体化建设，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由人社部门牵头建立完善社会培训、技能人才评价、毕业生就业创业、世界技能大

赛等管理体系。 

“同时，可选择部分省市进行试点，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职业学校序列，

或与高职院校合并办学。”陈小平认为，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还应统筹招生和学籍管理，

推动联合招生、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学生可在两种学校“双注册”，解决长期困扰技

工院校的学历认定问题和职业院校的技能认定问题。 

施文美也建议完善职业教育工作统筹协调，打破壁垒，优化整合职教资源供给，由

教育部门统一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等。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2024-03-02 

https://www.sohu.com/a/761323809_260616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74072008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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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英利：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

发展格局 

新华网北京 3 月 1 日电今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3 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基本情况。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李英利在记者答问环节表示，职

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的重要责任。2023 年，高职专科学校 1547 所，比上年增加 58所，体现了各地发

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招生 555.0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6.09 万人，专任教师 68.46 万

人，比上年增加 4.09万人。 

李英利介绍，近年来，教育部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构建产教深度

融合的发展格局，引导和推动职业学校聚焦关键领域，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一是开展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试点，推动职业教育有效融入区域经济

发展。2023年，教育部采取部省会商形式，建立部省协同推进机制，压实省级政府领导

和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一省一策”，与天津、广西、山东、新疆、黑龙江、浙

江、重庆、湖南八个省份共同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各地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热情被

极大的调动起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二是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提升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的紧密度。根据职业教育

服务地方经济的特点，创新产教资源有效对接模式，下沉一级，到产业水平高、企业对

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地级市，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政府、企业、

学校、科研机构等参与的理事会，实行实体化运作。 

三是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教育部支持中

国中车集团牵头，建设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下沉到行业，对照企业

重大技术攻关和技能人才需求，开展“揭榜挂帅”，在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离不开”

的技能人才方面开始发挥作用。当前，教育部正在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端数控机床、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等主导产业，打造跨区域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建设制造业强国、

推进新型工业化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优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四是紧贴产业发展趋势，扩大制造业专业布局。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 1394

个专业，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其中制造业相关专业 515个，占比 37%。2023 年，全国

共有 6500多所职业学校开设制造业相关专业点约 5.2万个，专业布点规模比 2022年进

一步扩大。我们聚焦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发展趋势，每年优先增设先进

制造业领域新专业，2023 年增设了高速铁路通信技术等专业，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制造

业的能力。 

五是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增强数字人才培养能力。2023 年，全国有 6000 多所职业

学校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专业布点超过 2.5万个。教育部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系统

化推进会计、酒店管理等 363个传统专业升级，增设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 314 个数字经

济领域新专业，开发相关课程与教材，为数字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质教学资源保障。 
 

信息来源：新华网    2024 年 3月 1日 

http://education.news.cn/20240301/2d4941682ba145529ee96ef142dc50a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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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施文美代表：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可以为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全国

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施文美已带领团队

研发了上千种特色产品。 

初中学历的她时常鼓励工友：“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像我们企业平均年

薪达 10多万元，高的 20 万元、30万元都有。” 

1993年入职时，施文美只是车间的一名普通嵌线工；太平微特，也只是一家承接代

工业务的村办小厂。如今，除了承担企业的研发工作，她还多了一重新身份——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南浔校区的校外导师。此时的太平微特也已跻身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 

随企业一同成长，与施文美一直保持学习状态息息相关。1997年底，因缺乏自主产

品，太平微特面临倒闭，施文美主动请缨学习电机制作，希望可以破局。 

从画图开始，施文美自学了电机学、拖动学、CAD 软件设计等技术，又在企业的支

持下参加了电机培训，并到各大专院校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 年，由她首次独立设计的产品 110SZ 直流伺服电机以低噪

音、高绝缘性、低振动的高品质，赢得了客户的满意和信赖，被评为浙江省新品。24年

后的今天，这种产品仍在使用。 

在特种电机行业深耕 30余年，施文美一直致力攻关“卡脖子”技术难题。去年，她

带领团队完成 150余项新产品研发。“现在还有很多项目在推进，不少已实现量产，主

要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深潜等领域。C919 首次服务春运，就有我们的功劳。”施

文美自豪地说。 

施文美一直关注技能人才的培养。2023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她提交了有关全面

推行“以技提薪”制度的建议。她说，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人，培育高技能人

才则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 

这两年，施文美在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面临技术工人需求旺但招引难的问

题，而职校学生又有求职入职难、职业发展难的困惑。她希望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让职业教育成为人才培养的“第二赛道”，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信息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24年 3月 8日 

http://www.news.cn/mrdx/2024-03/08/c_1310766907.htm 

 

 

http://www.news.cn/mrdx/2024-03/08/c_1310766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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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因地制宜推进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网北京 3 月 9 日电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中华职业教

育社主任吴志明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应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力度，加大对

职业教育的投入，根据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化的趋势，适时调整职业教育

发展规划，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多年来，在产业投资、跨境电商、科技创新等重要领域与外界

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吴志明介绍，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团结职业教育界、民办教育界

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福建省中华职教社聚焦

重点领域，搭建多层次的交流平台，推动福建职教以更开放、更包容、不断进取、充满

活力的形象向世界展开怀抱。同时，注重立足现实，集思广益强化职教赋能。持续加强

专家智库建设，吸纳专家近 150人。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做好教育促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未来

应着重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吴志明表示，“要通

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重点以技能培训为主，提升农民的技能水平。”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是职业教育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与个人发展需求的关键。吴志明介绍，福建省中华职教社持续实施“百校万岗·同心就

业”行动，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3场，吸引近 2000 家用人单位、近 3万名学生参加；

举办了 12场“金饭碗计划”直播人才技能服务培训，受益对象超千人。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职业教育是

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更需要有能够支撑起类型地位和特征属性的

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吴志明建议，“要优化教师培养体系，丰富教师学习途径，提高教

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打造高水平‘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他建议，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力度，推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推动职业教育更好融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信息来源：  新华网  2024 年 3月 9日 

http://education.news.cn/20240309/ee415dbb6b534873a76e1f945aca382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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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谢资清委员：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全国政协委员、湖南

师范大学副校长谢资清表示，经过深入调研发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

挑战。她指出：“尽管政策利好，但落地程度不足、发展经费短缺、人才培养路径相

对狭窄以及社会力量办学参与度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建设进度，也削弱了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谢资清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统筹协调，下大力气推动职业教育

各项利好政策落地见效；鼓励和支持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

民办职业教育，形成全社会发展职业教育的合力。” 

 

 

 

来源：人民网  2024年 03月 10日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4/n1/2024/0310/c458609-40192646.html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4/n1/2024/0310/c458609-40192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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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全国政协委员贺颖春：建议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地位待遇，加强职教

智库建设 

央广网北京 3 月 6 日消息（记者果君）新时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了新

的历史跨越，实现了由原来参照普通教育办学向相对独立的教育类型转变，进入了提质培优、

增值赋能的新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县一中副校长贺颖春自 2013 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始终心

系西部地区的教育工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带来了《关于加大新时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持续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贺颖春（受访者供图，央广网发） 

中西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近年来，西部的职业

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然而，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贺颖春以甘肃省为例，列举了目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现代职业教育起步相对较晚，高职院

校绝大部分是由成人高校和中专合并升格建立。没有完全建立起基于问题导向和岗位标准的职

业教育课程体系，职业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还不精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还不鲜明，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还不强。“互联网+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力度不够。而且职

业教育的规模、教育经费投入等相比东部沿海城市，总体处于落后地位；二是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不充分，存在“融而不透”“合而不深”和“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此外，办学条件、师

资水平和生源素质等发展明显不足，特别是“双师型”教师匮乏，缺乏来自企业一线的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本科和专业学位硕士等高层次的职业人才培养体系还未打通。这些问题都成为了

目前甘肃省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阻碍。 

对此，贺颖春建议国家能就强化东西部职教对口支援、精准帮扶项目方面给予甘肃省大力

支持。以专业(群)建设为纽带，强化东部职业院校与甘肃省职业院校的深度合作与帮扶机制，

校校结对帮扶发展，将东部职业院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带到西部地区来；建立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进入甘肃地区的机制，鼓励高水平职业院校到甘肃地区举办分校，共享母体学校的优质资源，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她建议完善西部省区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发展立交桥，特

别是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做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夯实中职教育基础地位方面做好顶层

设计。坚持质量与特色共建，可以拓宽特色突出、优势明显、行业需求大的改革试点专业，积极

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 

针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充分的情况，她提出扶持甘肃打造高水平职教园区，例如产教

融合先行区、技能培训示范区、对外合作引领区；除此之外，加强紧缺人才专业、特色专业、支

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和能反映未来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趋势的专业建设，使职业教育

专业建设与当地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打造国际产业人才供给高地，重点是培养以推进“一带一

路”战略的国际实用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培育职教国际品牌；完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全

面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建立部省协调推进机制，激发各方改革动力，健全经费投入机制；

调适发展生态，重点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地位待遇，加强职教智库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宣传引

导。 

 

信息来源：央广网 2024-03-06 

http://edu.cnr.cn/dj/20240306/t20240306_526618202.shtml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683311043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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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委员：推进高等、职业、继续教育协同发展，探索高考制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但目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

续教育协同（以下简称“三教”）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亟需加强统筹，进一步推

进“三教”协同创新。 

2024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院长、转化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樊春海将提交一份题为《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职业、

继续教育协同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建议统筹“三教”评价制度改革，探索高考制度融

合。 

提案指出，目前，“三教”融合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三教”的价值认同呈现分层态势。 

尽管职业教育目前已建立起从中职到专科高职再到本科高职的通道，但职业本科教

育无论是规模还是社会认可度上均有待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的选择性相较

于普通教育体系而言仍有限。受高等教育扩张、学历社会的观念系统等因素的影响，劳

动力市场上对于普通教育学历的认可度仍强于职业教育。尽管国家承认继续教育学历，

但在实际招聘和晋升过程中，一些企业或单位对于继续教育学历并不认可。 

二是“三教”条块发展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裂状态。 

受户籍制度、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分割状态，其

中教育分割也是体制性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不均，且地区

间的教育资源流动受“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另一方面，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分割，

尽管法律和政策层面均规定了职业教育“育训并举”的法定职责，但受限于教育部门和

人社部门管理职责的分割，以及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在办学方向和价值取向上

的差异，导致员工的职前学历教育和职后培训、继续教育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割。 

针对上述问题，这份提案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三教”社会地位平等。 

一是将职业启蒙教育作为教育制度在我国实行，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引导家长和

学生认清自身特点和兴趣，尽早提前了解自己的能力，逐步改变以分数进行普职分流的

主要手段，让家长和学生进行主动的职业选择，主动选择自己应接受的教育类型。 

二是普通高等教育中要明确包含有职业教育的内涵，即从事各种职业的必要技能，

为此应大力提倡并实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尤其是在应用型教育中，包括工、农、医

等学科和专业，这也是工程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之核心。 

三是大力提倡学职交叉，广泛发展继续教育，鼓励在职人员继续学习，创造各种条

件，应用信息技术，建立各种方式的继续教育，并且在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等方面有机

衔接，建设学习型社会。 

第二，统筹“三教”评价制度改革，探索高考制度融合。 

统筹“三教”应从评价改革入手，从高考制度改革入手，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中

的教育分割问题。其中，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因学习对象、学习方式等的差别，在考试

设计上难以与其他两类考试融通，改革的关键是做好“出口评价”，落实“宽进严出”，

提升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进而提升继续教育学历在用人单位

中的认可度。今后可在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探索专科课程成绩与自考科目成绩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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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与成人高等教育部分科目互认等转换政策。普通高考和职业教育高考的融

合是促进职普融通的关键，可考虑将部分专业性强的职业教育课程纳入普通高考选考科

目，增强普通高中课程的专业化。同时通过专项计划、政策引导等方式，推动更多本科

高校以职教高考成绩录取职业教育学生。 

第三，加强“三教”资历和资格互认。 

一是制定国家资历和资格框架体系。把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正规学习与非

正规学习、成人教育与职业培训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教育与培训统筹整合，实现各级各

类教育、培训的贯通和协调发展，为公民构建一个无障碍的、公平的、可以自由流动的、

学习成果可以携带和累积的终身学习体系。通过统一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完善框架建设

的跨部门领导机构与多方参与机制，明确国家资历资格框架建设的短期、中期和长期任

务，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和资源保障体系。 

二是建立国家学分银行制度。职业教育需要总结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学分银行方案，

建立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出台具体政策措施，组织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参与，

特别是支持部分高等院校在学分银行上先行先试。 

三是建立学习成果认证与转化的顶层制度设计。职业教育需要从国家层面做好继续

教育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的顶层制度设计，推进我国广大学习者继续教育学习成果的积

累、认定与转换。 

四是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要求全日制普通高校和职业学校开放办学，面向城乡从业

人员广泛开展职业继续教育和培训服务。办好成人教育机构及自学考试、开放大学等远

程开放教育机构，为社会提供优质的职业继续教育资源。 

 

信息来源： 澎拜新闻 2024 年 3月 6日 

https://www.sohu.com/a/762144016_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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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两会访谈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两会访谈录 

·产教融合水平是衡量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试金石，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压舱

石 

·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产教融合、加强实践性教学的任务没有变，

也不能变，要坚持在职业教育赛道培养高技能人才 

·产教融合需要多部门联合出台配套制度和操作化实施方案，并设立产教融合工作

专班统筹推进工作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既是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内在要求，更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

现阶段，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副主任曾天山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访谈录”演播室，围绕“如何推进职业教育与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建言献策。 

构建“一体两翼”产教融合新格局 

记者：随着产教融合的制度和发展路径不断优化，产教融合的形式也在不断拓展。

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稳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动市域产

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尽快取得突破。在两位看来，形态的不断创新对产

教融合深化发展有哪些影响？ 

曾天山：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一体两翼”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按照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一体两翼五

重点”工作布局，重点在于实施产教深度融合工程，做实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试点，做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王仁祥：《意见》明确提出，“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实行实体化运作”。

这是产教融合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和抓手。联合体指向不同区域

地理空间内的产教融合，共同体指向不同行业领域的产教融合，二者共同构成纵横交错

的产教融合“网格”，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记者：随着产教融合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创新产教融合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必然。现

阶段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都形成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载体与形式？哪种办学方式更

有利于产教融合发展？ 

曾天山：从“一体”层面看，山东、广东、湖南等省份正在快速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这些省份呈现出改革基础好、改革意愿强、有产业发展需求等特点。例如，山东省最近

修订发布了《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走在了全国前列。从“两翼”层面看，市域角度

——全国已有 28 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在不断推进，浙江省义乌市、福建省石狮市等都做

得比较好；行业角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在于体现产业链特点，优势互

补，共存共荣。例如，在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的指导下，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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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发起了“新材料先进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另外，职业教育领域的产业学院不断发展，也体现出办学水平高、产学合作好的

特点。 

王仁祥：湖南省是全国 8个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试点省份之一，株洲市的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全国首批 28 个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之一。现在，湖南省还在自主

组建 35 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企业办学和政府办学分别在职业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相对于政府办学在资源整合、政策支持及统筹规划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办学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紧贴市场需求、实践教学资源丰富、产学结合便利等方面，对增强职业教育

适应性、丰富实践教学、及时调整以及拓宽专业设置等具有弥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

应切实推动混合所有制办学，把企业办学和政府办学的优势结合起来。 

深化产教融合需多方协力相互赋能 

记者：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在政策、载体、

形式以及责权划分、资源配置等方面难免还面临一些问题。在两位看来，现阶段深化产

教融合最要紧的是解决哪些问题？需从哪些关键环节入手，更好地深化产教融合？ 

曾天山：我国职业教育占据中等阶段以上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建设教育强国阶

段，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吸引力是重要任务。一方面，要强化企业责任，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企业也是职业教育的办学主

体之一。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校企双方的主体责任。通过政府推动

校企合作办学，并落实在“两翼”建设上，形成制度化保障、实体化运作、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认识到校企共同育人是社会责任也是法律义务。其次，要相互赋能。具体

包括：汇聚产教资源，制定教学评价标准，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与实践能力项目，研制推

广教学装备；依据产业链分工对人才类型、层次、结构的要求，实行校企联合招生，开

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继

续教育，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服务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 

王仁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顶层制度设计已实现突破性进展，但目前还存在

两方面问题，导致政策红利没有充分释放出来。一是配套制度和协调机构缺位，产教融

合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塌腰”问题。比如，国家政策鼓励支持“混合所有制办学、

实体化运作”，但由于权责划分、投资与收益关系等缺乏明确的条款规定，没有专门的

统筹协调机构推动，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二是企业和职业院校作为产教融合中最直

接的利益相关者，尚未找到稳定、平衡的利益结合点，校企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

深入持续合作。 

从政府的角度看，产教融合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多部门联合出台落实产教融合政策

的配套制度和操作化实施方案，并设立产教融合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工作。比如，明确混

合所有制办学试点的责、权、利，明确产教联合体和共同体实体化运行边界。从利益相

关者的角度看，应着力推动校企利益共享，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经济利益的分配等，

通过合同等形式进行明确。 

民族地区更应重视产教融合发展 

记者：我们在整理今年地方两会热词时发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增设

高职院校和职教本科”是高频词。在两位看来，这将对产教融合产生怎样的影响？ 

曾天山：产教融合水平是衡量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试金石，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的压舱石。随着人口、技术、产业和教育的发展变化，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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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规模稳定、重心上移”现象，中职学校有所减少，高职院校有所增加。但产教融

合、加强实践性教学的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要坚持在职业教育赛道培养高技能人才。 

王仁祥：职业本科教育和产教融合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可以用三个“力”来

概括。一是对学校的推动力。职业本科教育标准高，包括对产教融合的要求高，必然推

动学校千方百计深化产教融合。二是对企业的吸引力。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更高层次的职

业教育，在技术服务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能给企业带来更显著的预期收益，从而容易

点燃企业参与办学的热情。三是示范力。职业本科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必然产生一批

典型做法，对其他职业院校、企业都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记者：职业教育对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有着多方面的作用，请两位结合实际情况，

谈谈民族地区探索产教深度融合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曾天山：民族地区产业相对落后、人口稀少等不利因素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单

凭一己之力很难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为此，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把职业教

育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增强对西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精准帮扶。 

王仁祥：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除了要对接、服务产业，还应该注重提升、引领产业，

为本地产业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要加强省级统筹，高度整合区域内外部资源，抱团发

展，发挥职业教育办学各方主体的优势。湖南省教育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支

持组建湘西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区域内部由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其他职业院校

和本地龙头企业参与，区域外部由多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对口帮扶，共同在每所成员学校

做强 1—2个优势特色专业，提升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产业四区”“四宜城镇”建

设水平。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2024-03-06 

https://www.sohu.com/a/762144016_260616 

 

 

 

 

 

 

 

  



27 

1.12 两会快评｜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该打破了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技术技能人才，但职

业教育发展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说起来”十分重要与有关规定上“低人一等”、“看

起来”人才辈出与社会需求“不甚匹配”、“推起来”政策频出与落地效应“层层递减”

的矛盾。 

如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拟就此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施文美就建议，推动落实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招聘、职称

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

阔、大有可为。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

据教育部数据，目前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管理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 7058所，

招生 454.04 万人，在校生 1298.46 万人。2022 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

学校不是好学校”“职校学生找的工作不体面”……社会对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偏见和

杂音，时有出现。 

为了打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2019年 1月，国务

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

视职业院校毕业生”“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2021年底，人社部印发《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不得将毕业院校等作为限制性条件，推动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参加事业单位招

聘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规定虽然很清晰，但由于社会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以及“唯学历”的倾向，

加之利好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机制、少协调，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考录仍对职教

学子设置了较高门槛。据 2022-2024年国考数据，专科可报职位数、招录人数占比分别

为 1.40%、0.92%、0.30%和 1.45%、0.73%、0.25%。部分单位对已就业职教学子在职称评

审、岗位晋升上存在学历限制现象。 

施文美代表的建议，可谓切中肯綮，倘若能有效落实，实现“不拘一格用人才”，

无疑是对职业教育实实在在的支持。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家不遗余力地为发展职业教育

“清障”，职业教育本身更要抓住时代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不仅在职校毕业生求

职环节打破学历歧视，招生等环节也要一起发力，逐步扩大中本一体化（3+4）、中高职

一体化（3+2）人才培养规模，积极探索开展职业教育体系内中高本一体化（3+2+2）人

才培养试点，为有意愿够条件的学生提供多种就业升学发展路径。 

英雄不问出处，人人皆可成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观念转化为

行动，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2024-03-05  澎湃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4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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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前瞻 

 

2.1 职教视野：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怎么样 

2023年 12月 28日，《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质量年报》）

发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新波代表课题组发布了

《质量年报》的具体内容。 

自 2012 年以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相关部门分别撰写中职和高职

质量年度报告。从 2020 年开始，教育部职成司委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制完成中国

职业教育质量报告。而这份最新的《质量年报》，有来自 80 所职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共

85人参与写作和统稿。 

用王新波的话说，2023 年《质量年报》呈现出时代性、创新性、全面性和典型性四

大特点，彰显了数字化战略行动、助力更充分就业、助推职业教育“走出去”、多样招

生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专创融合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素养、专业支撑“一老一小”服

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传承技术技能和践行工匠精神等 8个方面的年度亮点。 

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得到空前发展，《质量年报》也不回避发展中面临的三

方面挑战：一是办学条件不充分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挑战；二是数字技术快速发

展对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出新挑战；三是人口变动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提出新挑战。 

正如《质量年报》中呼吁的那样，职业教育既要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又要正视“大有空间”的现实差距，值得思考和关注。 

数字化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新方向 

在 2023 年的《质量年报》中，前言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感慨，“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2022 年年末，我国总人口 14.1175 亿，较上年减少 85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0.60‰。人口规模、结构、迁移和红利转型等变动情况，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挑战。 

据《质量年报》介绍，面对数字化浪潮，职教战线以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

台为抓手，汇聚各类资源 556 万条，累计访问量超 30 亿人次。数字化正在成为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新方向。 

2022年 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标识了 97个数字职业。 

在教学模式改革方面，2022年，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都在探索如何将数字化技术

融入教学实际场景，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模式，让技能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提升学生职业技能水平。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国有企业合作，共同探索“互联网+”“智能+”虚拟仿真实

训教学新形态，打造“5G+智能实训黑灯工厂”，运用三维动画、虚拟仿真、MR 等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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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建设可交互的教学资源，使学生通过 UI 交互、在离线或在线情况下，均能学习

课程并直观理解抽象教学内容，教学效能显著提高。 

而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校方也在积极探索基于大数据的分类培养育人模式，创建

人职匹配大数据分析平台，开发出“职业性向测评”“成长画像学习导航”“智慧化精

准就业”三大系统。 

据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温道军介绍，学校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

仿真等信息化手段，渐进式开发了与相应年龄阶段学生需求和身心水平相适应的 AI 体

验、趣味编程、巧手制作、5G+MR科普等模块，构建“模块化+进阶式”课程体系。 

“2022 年职业教育最大的不平凡，就是职教的地位更加凸显，纵向贯通体系已经打

通。”《质量年报》项目负责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宗诚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职教“走出去”成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名片” 

2022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889个，在校生 81563人。我国发起

并成功举办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鲁班工坊”引领的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

牌效应愈加凸显，4148个国际课程标准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用。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埃及鲁班工坊提供系列订制式专业虚拟仿真软件，同步建

设当地校内实训基地，开发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推动鲁班工坊数字化转型，探索构

建鲁班工坊中高职贯通教育培养体系，埃及鲁班工坊（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3+2 鲁

班工坊项目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 

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主动服务国家首倡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提供培训、

技术、翻译等服务与资源。湖北省高等职业学校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建设

培训基地，携手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等“走出

去”的湖北企业，为“走出去”项目定向培育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在助力企业参与国际产能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规模上，我

们有许多职业院校参与进来，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打造了特有的模式，包括鲁班工坊、墨

子工坊等，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愈加凸显。”宗诚说。 

助力更充分就业，职教优势独特 

在迎向时代浪潮、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职业教育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始终是人

才培养。 

在这一年里，职业学校也在逐步完善符合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

考试招生制度，探索多样招生模式，为有意愿、够条件的学生提供多种升学发展路径，

促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横向融通。 

2022年 6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海南科技职业技术大学等本科高等职业学校

陆续举行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首届本科层次毕业生，就

业情况良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在助力更充分就业这件事上，职业教育也展现出了自身的独特优势。 

职业学校立足区域性、行业性特色优势，通过“访企拓岗”等渠道，深入了解当地

行业领军企业、中小微企业用人需求，大力培养适应企业一线岗位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主动引导学生到制造类企业、基层一线等人才短缺领域就业。截至 2022 年 8

月，全国 1388 所高等职业学校 2773名书记校长共走访用人单位 12.16万次，校均走访

企业达 82家，为广大毕业生争取更多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此外，职校学生的就业对口度也较高。数据显示，2022 届中职毕业生就业对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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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4%，高职毕业生就业对口度 70.56%，较 2021 届上升超过 3个百分点。 

职业学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力量，而提

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是技能培训。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培训机构紧盯制造业重点

领域、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强化职业技能培

训，扎实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学员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岗转业的

能力。 

数据显示，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和制造业、康

养等重点领域，全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228 万人次，开展社会职业培训 616 万

人次；2022年，全国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超过 1100 万人次，较 2021年增加超过 80%，

评聘技师、首席技师近 500 人。 

“在促进就业这方面，职业学校发挥着重要作用。”宗诚说。 

新技术冲击带来新挑战 

《质量年报》中也提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演进、交替突破和科教融汇的迫切要

求，对职业教育专业发展、资源建设、学校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新挑战。 

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

前，我国数字人才缺口在 2500 万到 3000 万左右。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数字人才供给、

高水平的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无法有效满足数字经济社会发展新

需求”。 

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供给不适应职业教育教学新常态，职业学校治理能力难以应对

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新变化。尤其是职业学校数字校园建设，仍存在信息孤岛和数据壁

垒。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宗诚感慨道，“建设正在跟上，但是应用尚且不足，教师

的数字素养、思维模式也需要着重培养。” 

针对这些挑战，温道军则表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探索技能型社会建设

背景下高职院校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教育模式，“推进不同层次教育纵向贯通，提升职

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作用”。 

《质量年报》中还提到，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增加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改善了

办学条件，但职业学校底子薄、历史欠账多，投入总量不足，办学条件总体薄弱，仍然

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 2023年 5月 19日举行的“高水平学校与专业群建设”研讨会上，主旨报告中显

示，对照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核心的教学条件、监测指标，全部合格的中等职业学校只

占到四分之一，高等职业学校只有五分之一。 

2022 年 11 月 2 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并印发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

施方案》，明确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的目标任务，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提

出到 2023 年年底 80%以上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到 2025 年年底

达标比例提高到 90%以上。 

2022年 5月 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指

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明确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层

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等内容。 

“有了国家的立法，接下来就需要各地结合自身的实际，落实到地方层面。现在，

山东、天津等地都相继出台职业教育条例，这些都是细化落实的举措。”宗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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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将对一些办学

条件不够好、育人水平不够高、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职业学校生存发展“造成极大冲

击”。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何实现人口红利转型，对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提出了战略性要求。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01-29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渺） 

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37601273880235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376012738802358&wfr=spider&for=pc


32 

2.2 培养大国工匠，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2023 年 7 月 28 日，以“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的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

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在北京开幕。大会展览设置大国工匠展区、全国总工会展区、创新

工作室联盟专题展区等六大展示交流区，来自全国 47 个参展单位共 500 余名劳模工匠

现场参展、交流互鉴。 

3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曾表

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

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没有金刚

钻，揽不了瓷器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对此展开热议，且纷纷表示：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把大国工匠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高水平技能

人才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培养更多支撑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

寄予了更高的期待。 

3 月 9 日下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基础和先导靠教

育，通过教育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基础学

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拔尖人才，也需要服务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

国工匠、能工巧匠。”怀进鹏说。 

这一表述概括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培养拔尖人才，也要培养大国工匠、技术

技能人才，需要“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当前，如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弘扬工匠

精神？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代表委员及学者。 

设立“中国工匠日”，营造争当大国工匠氛围 

“这几年，我在全国两会上的建议非常契合总书记关于大国工匠和职业教育的论

述。”这是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郑亚莉最值

得高兴的事，她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是全国政协委员，曾于 2022-2023年连续

两年提出《设立全国“工匠日”》的建议。她今年的提案是《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 

“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具有重

要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郑亚莉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一直以来，郑亚莉都关注职业教育，致力于推动设立“中国工匠日”。在今年的提

案中，她写到了具体的路径：在借鉴地方及企业实践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由人社部

牵头推进设立“中国工匠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协同进行调研论证、

工作推进。在现有国家工匠主题活动基础上，加强中国工匠培育和表彰工作，形成工匠

相关的制度支撑。 

她希望以加快设立“中国工匠日”为契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工匠内涵，

树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工匠典型，推动中国特色工匠文化建设，营造出尊重工匠、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罗丹同样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十分

关注。 



33 

“从研究型人才到转化型人才再到实施型人才的链条，构成了现代社会人才结构的

重要部分。在这个链条中，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他们中的

大部分致力于将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参与到了原创性研究与实际

应用之间的桥梁构建。”罗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一线工作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知不足，他们的价值和贡献往

往被忽视。”郑亚莉对记者感慨。 

郑亚莉希望通过设立中国工匠日，营造尊重技能的氛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激发广大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

卓越，“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吸引更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学习工匠、

争当工匠”。 

罗丹认为，对于技能人才培养来说，工匠精神的培养尤为重要，要引导学生树立起

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理想，让他们看到技能人才的发展道路是宽广的，能够实现个人

的梦想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只有当学生们真正认同并愿意选择这条道路时，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工

匠精神。”罗丹对记者说，“总之，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技能人才需要我们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我们需要从制度、环境、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年轻人提供一条充满希望

和机遇的技能成才之路”。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树立“大人才观”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对高技

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用罗丹的话说，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人才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

作用已经不容忽视。 

郑亚莉也提到，2024 年浙江省“新春第一会”提出，全面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高

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劳动者队伍这“三支队伍”的建设，以“大人才

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大军。“这不仅体现了对人才的全面关注，也符合全

要素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郑亚莉说。 

郑亚莉认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这在一系列政策文件

中都得到了体现。但是，尽管从国家层面而言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在全社会范围

内，距离“全社会落地和真正重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一线产业工人，还有路要走”。 

在今年的两会上，罗丹提出了加快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建议，以此实现学历、学位

证书与职业资格等级的“等值互认”。“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并努

力构建一个不会歧视这类人才的社会氛围。”在罗丹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

要建立一个与学历证书等值但不同类的体系，即以职业技术技能等级证书为标识的体系。 

“如果这样一个体系能够建立起来，它将真正解放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力资源，让适

合技术技能的人和喜欢这条路的人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看到发展空间。这样，社会就不会

再仅仅以学历证书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而是能够更全面地考虑人才的多元性和差

异性。”罗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事实上，罗丹已经连续两年关注这一议题。她提到，全世界已经有 160 多个国家建

立了类似的技能等级体系，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制度在人

力资源开发中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符合国情的技能等级体系，将真正能够解放一批具有不同禀

赋的人才，让他们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罗丹说，“在不同序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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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通用标准，进而实现这些标准的等值互认。这不仅关乎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

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思熟虑，确保各项

标准与制度能够相互衔接，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她看来，一旦国家资格框架建立起来，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

进行选择。例如，有些人可能更喜欢技术技能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通过获得相应的技

能等级证书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这样，即使他们没有高学历，也能在社会中获得认可和相应的待遇。同时，对于那

些更适合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通过不断提

升技能水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如果他们选择走学历证书体系，可能只能达到

较低的教育水平，而在技术技能领域，他们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改变社会“刻板印象”，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 

然而，在从事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罗丹注意到，一些学生家长乃至企业，觉得职业

教育就像是一条“断头路”。一旦走到职业教育这条路上，似乎就“没有更高的文凭可

以追求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考分流时，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分流到中职学校。他们担心

孩子进入中职学校后，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受到很大限制。”罗丹对记者感慨道，这种担

忧在民间非常普遍，他们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来表达，认为职业教育缺乏上升通道。 

现实情况也是，在很多企业招聘和公务员考试中，本科学历往往被视为一个基本门

槛。没有本科学历，很多机会可能就直接被关闭了。“这也是为什么技术技能人才常常

感到被歧视和不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罗丹说。 

“同时，一部分人对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罗丹说，

社会的这种“刻板印象”还非常顽固。其实，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

育研究所发布的《2023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22 届中职毕业生 339.27

万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44%；2022届高职毕业生 495.69万人，总体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91.88%。“虽然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更高的追求，但这么高的就业率说

明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是值得信任的。” 

“我们需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让技术技能人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只有当职

业教育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时，人们才会愿意选择这条道路，并为之努力奋斗。”

罗丹对记者感慨道。 

邱懿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与质量处副处长，目前在常州铁道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挂职副校长。去年首个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江苏常州成

立以来，她主动请缨到学校。 

她认为，作为一线职业院校，未来要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大势和人才需求规律，积极

适应产业转型需要，将行业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学实践，着力打造

一批“金专、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让学生学到真东西、掌握真本领。 

邱懿表示，要“实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就要以共同体、联合体为载体，建立教

育与产业机制化对接的途径，不断总结形成以新型组织形态推进产教融合的方法论和高

质量人才培养的标准建设、评价制度。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中提前进行专业布局，充分发挥大国工匠顶梁柱支撑作用。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2024年 03月 18日 07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渺） 

http://news.youth.cn/gn/202403/t20240318_15138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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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业教育成就更多出彩人生 

近日，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据，让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委员倍感欣

喜：2023 年，全国高职（专科）招生 555.07 万人，比上年增长 2.99%；职业本科招生

8.99万人，比上年增长 17.82%…… 

这些数字表明学生、家长和社会对职业教育态度的加快转变。杭州技师学院特级技

师杨金龙代表告诉记者：“近年来，选择职业教育的孩子越来越多，‘职业教育也能成

就出彩人生’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

高职业教育质量”。 

未来，如何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本刊特采访代表委员进

行分析。 

更有学头深化产教融合 

连续两年，杨金龙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带来的建议都是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内容。在

他看来，产教融合正是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 

“以我们学校磁性材料产业学院开设的企业‘订单班’为例，从学生入校开始，企

业就参与学生培养环节中。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些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提前熟悉

企业文化、掌握企业所需技术，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企业工作。这样的培养模式对学生来

说，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杨金龙代表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红军代表认为，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不少支

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政策，职业学校对此非常重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具体实

施中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 

对此，王红军代表建议，地方政府应细化落实支持产教融合的配套举措，学校要综

合考虑校企需求、完善校企合作的机制，教师则要更加积极主动走向一线，提升服务行

业企业的能力。 

“要让职业教育更有‘学头’，必须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深化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

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教授程丽芬代表认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要向现代化产业

体系聚拢，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环环相扣的人才链。同时，要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将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职业院校教学标准，做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实现学生技能与市场需求紧密有效衔接。 

更有盼头推动职普融通 

去年，一则“安徽考生超本科线 78分上高职”的消息引发热议。事实上，中高考分

数超过普高线、本科线的考生选择职业教育，在近年早已不是个例。 

“成才是多途径的。我们不应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看作是层级的关系，它们只是

不同的教育类型。”农工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欧阳宏伟委员表示，

“只有推进职普融通，让职业高中学生也能进入本科名校就读，甚至能深造专业硕士、

博士，这样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才真正具有了同等的地位，职业教育才更有盼头。” 

 

谈到职普融通，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委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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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存在普高生转入中职易、中职生无法转入普高的问题。他建议，修订普通高中学

籍管理规定，允许中职学生和普高学生学籍互转，打破学籍管理制度瓶颈。此外，从国

家层面修订中职教学指导文件，深化课程改革，积极探索与普通高中课程资源的共建共

享。 

张运凯委员表示，要继续完善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加快推

动职业院校设立专业硕士、工程博士点。同时，他特别提到当前初中课程体系中，涉及

职业技能的课程很少。“学生是否适合、是否有兴趣学习职业技能，需要有一个接触、

了解的过程。可以在初中阶段开设职业技能类课程，通过学习、实践和体验，让职业教

育成为学生自觉自愿的适合选择。”他表示。 

更有奔头打破成才“天花板”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活动揭晓了最新入选的 10 位大

国工匠名单。自 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活动已推选出高凤林、竺士杰、艾爱国等 50位

家喻户晓的大国工匠。 

“近年来，国家举办了各类技能大赛，对高层次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进行表彰奖励、

宣传报道，彰显了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身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教练的杨金龙代

表对此感触很深，“只有让更多人看到‘蓝领’也能成为高层次人才，职业教育才能更

有奔头！” 

未来，如何才能畅通职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进一步打破成才“天花板”？ 

张运凯委员表示，要健全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

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培养体系。同时，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现场工

程师培养计划，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开展订单式培养、套餐制培训，探索校企双制，

校中厂、厂中校等培养方式。 

在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方面，王仁祥委员表示，要大力推进“新八级”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制度和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制度，将技能人才纳入地方人才政策，发挥成长

空间和社会待遇的示范效应，营造技能成才的良好氛围。 

“我们要持续在全社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营造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同时，要进一步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大

比武’，为青年技术人才提供更多切磋技艺的机会和舞台，提升青年技术人才的获得感，

引导更多青年选择技术技能型发展道路。”张运凯委员说。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2024 年 03月 10日 07版（本报记者唐芊尔张进进） 

https://m.gmw.cn/baijia/2022-04/27/356920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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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江苏明确 8 项重点任务，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日前，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 月 23 日上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实施意见》进行介绍解读。 

《实施意见》要求，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人的全面发展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职普融通、深化产教融合、创新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打造现代职教

体系样板。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

布局，筑牢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实施意见》明确了 8项重点任务，其中包括：探索省市联合建设改革新模式，围

绕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推动部省共建落实落细，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围绕江苏“1+3”功能区、苏锡常都市圈等重点区域，以产业

园区为基础，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

产教联合体； 

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

现代农业，由产业链链主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联合组建一批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 

深化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建设 60 个左右省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1000

门左右省级在线精品课程，扩大优质资源共享； 

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建立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和职业道德水平评价考核体系； 

实施产教融合提升行动，对标产业发展前沿，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

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支持技能人才多样化成长成才，支持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扩大综合高中班试点

规模，丰富初中毕业生成长路径； 

促进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实施“郑和计划”，建设一批境外办学平台，构建学校、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举办和经营的管理运行模式。（李南丹） 

 

 

信息来源：新华网——江苏省教育厅 2024年 2月 23日 

http://js.news.cn/20240223/f2a0afe303d24501bc69cf1adf47e23e/c.html 

 

 

 

 

 

 

  

http://js.news.cn/20240223/f2a0afe303d24501bc69cf1adf47e23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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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河南将实施职业教育高地建设工程 

记者 3 月 12 日获悉，河南省教育工作会议近日顺利召开。会上，河南省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毛杰表示，河南省计划实施职业教育高地建设工程，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

紧密对接，推动制造大省向强省转变。 

“过去一年，河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不断深化，组建 2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 37个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型企业达到 300家。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管理意见。”毛杰说，一年来，河南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大任务，

各级各类教育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据了解，2023 年河南省获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20 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奖 300项，创历史新高。“要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围绕大局谋教育。”毛杰说，要

清醒认识现代化河南建设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构建与现代化河南建设相匹配

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记者了解到，未来，河南将组建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增强职业教育与地方发展的

黏合度；建设一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增强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匹配度。同时，河

南省还将实施新一轮省级高职“双高工程”和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打造一批区

域公共实践中心、工匠实验室。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打造重要人才中心，都离不开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毛

杰介绍，今年，河南还将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工程，贯通拔尖人才选拔培养体

系，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有力支撑。 

 

 

信息来源：人民网——科技日报讯  2024-03-15  （记者张毅力） 

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24/0315/c1006-40196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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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启蒙教育:技术逻辑与行动路径 

黄茂勇 黄洁谊 叶锦萍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是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系统性构建的重要一环,

形塑着学生的职业观、劳动观和价值观。职业世界正朝向智能化转变,但当前的职业启

蒙教育范式难以追赶快速更迭的职业世界,致使职业启蒙教育普遍存在智能化程度不足、

数据生态运作效能低、协同过滤推荐系统缺失、整体性治理系统观缺位等问题。人工智

能具有赋能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技术条件,可从构建职业启蒙教育整体智治格局、职

业启蒙内容算法推荐、职业启蒙教育的制度设计、嵌入职业启蒙教育全过程、建制多源

数据整合平台等维度,重塑符合智能时代发展需求的高质量职业启蒙教育体系。 

 

关键词： 

人工智能;职业启蒙教育;职业教育体系;技术逻辑;行动框架; 

 

基金资助： 

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教育硕士数据分析素养的测量与培养改革实践”

(2022JGXM124)；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智能时代师范生

ICT高阶思维能力测量与培养改革实践”(粤教高函[2021]29号-333)；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博士点建设单位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多源数据下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供需耦合效能评估

与优化研究”(22GpNUZDJS08),主持人:黄茂勇； 

 

文章来源：黄茂勇,黄洁谊,叶锦萍.人工智能赋能职业启蒙教育:技术逻辑与行动路

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01):11-18.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AlmEoh8DkIZ3d12eTHXxTJfnDwDDBQGqoexETQYVCSE-DmlnUu1Rr91LIKzHmgO3c5zFOdj9Ei4XNK7uLMuycR-TCOGzwhLnssU3IwpouhJj7K-l-3udcP&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qAAEq7LxctutZYSIeVsQsf8L8tRqhLyeUw_2Pb2W9HflEQDQC4l6RNzlsuEUPFd3W4M5PHFzSkQnv-mTDBlwXXOEd-ZfnTXCaOzWfiER9iktGU7Q4yiVH&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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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类型属性下职业教育实践的审视：演进、困境与纾解 

盛立强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立足类型属性审视职

业教育实践的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原始人技能代际传递的萌芽期、传统学徒制的雏形

期、学校职业教育的成型期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赋新期。我国在现代职教体系构建

中，面临着行政机制疏离产业部门、企业主体缺位教育活动、专业设置囿于学科中心、

教学标准脱离职业标准的多重困境，折射出职业教育实践对类型属性的偏离。从国家、

育人主体、专业及教学等层面，处理和把握好“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与

职业”“学习与工作”四组关系，是职业教育回归类型属性、纾解困境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 

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实践审视;现代职教体系; 

 

基金资助： 

教育部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课题研究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电

子商务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编号：ZH2021010101）,主持人：

盛立强； 

 

文章来源：盛立强.类型属性下职业教育实践的审视：演进、困境与纾解[J].职教论

坛,2024,40(02):114-120.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DlV0TF7XS0PsSZoLQolHHFBeTXjAll_Gy8quBCg3v0gf0ul0SHZx_rUGUSKL40g8xtDWWGOVfZtH_LWl7078_ar_PTioPn-k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A2wqI1VZWk-XnB7Vu9zLzNT9ddKWz8nUTyGaqj6ui58zDVtZk9kL-vrrAH_yGZqWJ6k7twShlKYe_WgqcqDVF-vdFjjuk8P-DfXtMjjVGU-lJ5_CWsSLa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RvlndJgrFuncSH_x_xx0uYVsK7LBcE3yT9av7xHglkTCMt4RVTcvtkfQe-ztTEL-JvkOaEWotGLQm7OGX9SIYoFJK9gCwnVghWLQ-0iNAbDkB2e_Gtr16&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RvlndJgrFuncSH_x_xx0uqhPev5fXbRcxBSUMTPRHKtcDLbC3cnyS-kUIzpFkah40Pd3SURRkEpWfoPKCA20GpajgrpLZxp80MhqLujaTpZwUxxKeoUu5&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RvlndJgrFuncSH_x_xx0uwKgRz62cgxWrjb_gB_05hmApOhPMgFZDUCdLA0zWHZdTs3Krl580mXXVEY15yvl61qTZy69TJAEXhbWM1phTfAL7NnDBAkAv&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RvlndJgrFuncSH_x_xx0uqhPev5fXbRe-WpbeeTqBkgYwi6GUvPTzCyjJv0IAzrtVn3rX3VW9X24Qj_HJ3E9oLEyJ1yzC9vRhG3BLV-6KGjef2koRoUF_XMVrz_qd5OrkHF-Flw4Nkw==&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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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学徒视角下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质量审视：现状、困境与提升策略 

曾海霞 1许宇飞 2关晶 2 

1. 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 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学徒制改革探索的重心已从“扩张数量”转向“提

高质量”。研究基于学徒视角面向 X 市 17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开展实证调研。结果

发现，现代学徒制试点质量总体较好，但也面临着企业岗位实践相对不足、校企双师互

动协作不畅、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学徒权益保障不充分等现实困境。在深入推进中国

特色学徒制改革过程中，应明确质量导向，强化企业岗位实践，创新校企交互培养模式；

组建校企双师团队，构建跨界互动协作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完善学徒考核评价体

系；优化各类保障措施，确保学徒各项合法权益。 

 

关键词： 

中国特色学徒制;现代学徒制试点;学徒制质量;学徒视角; 

 

基金资助：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国家制度优化研究”（编号：

BJA230038）,主持人：关晶； 

 

文章来源：曾海霞,许宇飞,关晶.学徒视角下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质量审视：现状、

困境与提升策略[J].职教论坛,2024,40(02):99-106.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ATOcISMyzM66-oqbpAMPeZuw03ju4jk3yCV0Y415Zuj013smtFUGfqTTqwVkJ2Ya0gE3XJubXm-4K6Izv3mFCQ3_YziYfJEC8=&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ATOcISMyzM66-oqbpAMPeZuw03ju4jk3xURXY-NnX8LQYcKZ8sV7lHd97x98d62UBpeHqdbQLuGU9PZh4S2-nkTBBPqM6lXek=&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ATOcISMyzM66-oqbpAMPeZXso9OzcktuOPyzqo6mJdjGc-latsnM36tvXax_P00LRzPRIUthD9UoaZsi3juEKALDzLiWj7EG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ATOcISMyzM619gF066eUj6LRyXmUc3ZyWbRFVbkAe2YAhk0LkGOXj_eY9L8qD6xQLzODujzleys6TgAcK6xdABN8VWfjB0gq2xPBq2N1_ESevRQg83O5O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ATOcISMyzM66-oqbpAMPeZt_RQTYpoElpA8l83gc5mI_zPBkr7MVnzpop69k1m0DW0Th7vBeje4z2UpIz-qO4Wo3gmU5p5SPo6UDQsFzul6OV6RcntAzvB&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AezzDBjSNGuqEson2uRA-UcAz4JN76A74cJNzGllzvJIh1m0F7Z3z23d1GMdPluViMk38WhBG2TlJo3tGzbH36_ylAaQTAnN8sR0gubQIJy6aQqFKGx9etjHK9pYiJ8KcWwHGE38Q1r-Qe-EGFNahy&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AezzDBjSNGuqEson2uRA-UDYnKIqDpDn8VIuoaCwxcto87mrro2UlpRclZOfreuwVyVktU5ZAo0paE0anauZQEWmSBtCFiQvksL-0vBB5ALRALRZgp5JM1M-7JSCMvHabSXeYBL-eUH2AGif8zWvMz&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AezzDBjSNGuqEson2uRA-U5vdH9LOMvrUiBWURUIS0URBKWJSqdLFXYYrmkmKggr5sN-e1Z33bduYE-yfmtbzvia4ZfqFT4R68wDMkqKeFe8ffoqibRYgylzDNMaN73p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AezzDBjSNGuqEson2uRA-U5vdH9LOMvrUiBWURUIS0URBKWJSqdLFXYfE3RPvXf3x6X2pMw3GIeCrlkO_rwYdya12TDlxL9c3g8yj8FbGqiW9HFXeAiQq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Vof-4b7nxdDlvPh5Iv7i4x41DIXW4xaHtXv92hHjFVkwp3pzVVM4fl6huuVj5ZCpJh9wkJcdNkPhldlHuS_1s9QPVPXuRL-TfuS81uNKcIsVOdT1caETrbiFME0wRkHv7Z3bC6MRCFd-zGWnpIInqtoF0rkyVzOiywthgq1No5QDbjb1_KEsfbkVKRvkP2bm9v9sqbmDpnC-xCjxBOQwr07PS9LuXCf8EZcOnGWwfvZx3T0epi1AVeXmfOBUh7jkYZK--CnmF2-Ji7xupH1Lrt-23cmzOuc1WhkkR9JJxw_7_wJY1Rmm3Ret8e_2sUwCRC5oI6G9ZFVyU6e-LFrc08aswYJ3j650p3jbQmxLbU-t0oqkcSStA6LPWIiuUgpm2SC4q2KYIdKM5qU4Zpn5FQMksRCeuI58AgKcmbGQX366xyh_zEoOp9r4FnW_lwwRDhrekGj2nD9FfzhGUlhHbZZJo8ouMvkXdvBmX5-RfuQPoYUR0aiVArlYHDOoS8Lh16CbsNYPtYiqdcrLrPtQvLo_n7hwrixe10WY99jqNq529if35I12Tr36Yci33QLJqyR0JYio1RJSUxliooJ4k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Vof-4b7nxdDlvPh5Iv7i4x41DIXW4xaHtXv92hHjFVkwp3pzVVM4fl6huuVj5ZCpJh9wkJcdNkPhldlHuS_1s9QPVPXuRL-TfuS81uNKcIsVOdT1caETrbiFME0wRkHv7Z3bC6MRCFd-zGWnpIInqtoF0rkyVzOiywthgq1No5QDbjb1_KEsfbkVKRvkP2bm9v9sqbmDpnC-xCjxBOQwr07PS9LuXCf8EZcOnGWwfvZx3T0epi1AVeXmfOBUh7jkYZK--CnmF2-Ji7xupH1Lrt-23cmzOuc1WhkkR9JJxw_7_wJY1Rmm3Ret8e_2sUwCRC5oI6G9ZFVyU6e-LFrc08aswYJ3j650p3jbQmxLbU-t0oqkcSStA6LPWIiuUgpm2SC4q2KYIdKM5qU4Zpn5FQMksRCeuI58AgKcmbGQX366xyh_zEoOp9r4FnW_lwwRDhrekGj2nD9FfzhGUlhHbZZJo8ouMvkXdvBmX5-RfuQPoYUR0aiVArlYHDOoS8Lh16CbsNYPtYiqdcrLrPtQvLo_n7hwrixe10WY99jqNq529if35I12Tr36Yci33QLJqyR0JYio1RJSUxliooJ4k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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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与教学 

 

 

 

 

3.1“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成长思维模式：理论构建与实践策略 

王铁成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双师型”教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双师型”教师

面临数量不足、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培训和发展机会有限、评价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

基于成长思维模式分析其在师资选拔与培训、课程设计与实施、师生互动与评价等方面

的应用效果发现，成长思维模式在“双师型”教师成长过程中具有潜在价值。为此，应

通过优化教师的教育理念、强化教育资源与政策支持、创新教育评价机制等方式推动成

长思维模式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进而促进“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职业成长。 

 

关键词： 

“双师型”教师;成长思维模式;职业教育;职教师资培养; 

 

基金资助：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教育学）“教育硕士（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研究”（TJJX20-019）,主持人：董显辉； 

 

文章来源：王铁成.“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成长思维模式：理论构建与实践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2023,44(35):63-70.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smPsKIJgVaBUCT8wq8FJo5xDGJ0HRndV1BDprzNeIBaMQP-1I9hymNHEb3cadtdvUBwf3M0GB1CDUtRTNtWpKm1Zc2YUCUYoYDCL43uKPh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smPsKIJgVaAFF0nLTix5IyIV_KCH0sPhhxcIR9uJurzDf6-9GTnohQqGV2uXZe0Izbzw4myp7Xv_1jcIn6ZKZ1-wQjgFLW71fwPpSBBknC5Q8dD0gOKbMkHOdIx6V6w_&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smPsKIJgVaAFF0nLTix5I956JJBdbeDbFTtBeqqrTGITRx10GhKcs7UbxhLxaAi922kJ2dcGOITOrmrWIqtHCbrLeH1hGlDt1HT7j0xNK6VvDNgNFt-6WzIrxoH0jmBx&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smPsKIJgVaBCsD_GSYt0k7nwL9y3-rUnt8CenTSzjOjPNZnLLaXSYhPY-lceNuUPLP4UojyXrrLxLxofRMXIWGAf1PXR3c9SIHspn2UtU4L9WM77QpS0iIQxR4OP7tNQmabqmXhvVEX81ednTcfjDBVR7UnVaw-Z&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smPsKIJgVaBCsD_GSYt0k7nwL9y3-rUnI8-z6cq3Wy_oBgZDM0RAxxqGFfjC3kFjQTn6mcIXcKGPcpfjQM77dHZFoRIlZCikv3Us-OHwbOS_Smpo-_Ru7FpaHzSXD9ShrPemqx6FlgYZFuFv3svPx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smPsKIJgVaBCsD_GSYt0k7nwL9y3-rUnh1MBEzd2MbaFoDYq2DTWmqhX506hqrkB89LXbT4Ty3mur9MGD8Ltc9BiE2CtCw9uWOVZsySGKSHIhxoHYV-3Pl5rFmVQClK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smPsKIJgVaBCsD_GSYt0k7nwL9y3-rUnh1MBEzd2MbZPgTVjdbYCq1POumdsE80NK9rpzExQ_wKkD5TfI-ykLXsZ6_uX9920lZMTOQ9Za0kKwTXT1A8AY3ckZSB8B1iBKlMAS7BVbZ1xpFwD3BXjV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smPsKIJgVaC9sKP6cX5tZCeNVugpRU3fYwhWMNX06-Di_4H6f6IHCDYXGvQujteegEnZ7FU_38Sc3VF8hWwBmIUST90Zr4FfFrJBQ1tvGiKsicGFz-FWstzQCHR7vGiG1sZ2vlBBXrkEw0_Qjoiw4yCgvrWtTOFARgiHf32PNf53eOMX3q05_IKeyxnWQJGAY40mBBmWmNL746DlBBDrQnLtiDGsOkNwt0puNJ2iL8zEYkhZ47rB_-16REymvMmDvuCsLmWx99ZccQHhglNwsOWUo1b7wQyAfePwD5BdTSc_ZpXvVd-SL2ORtAYRnuJGo9bdjAt697muuWLSkzzVqeMWjOyhIN8gZdQLAERTFKaWxojTqhtvFvHWKRX4bSdjCz_WKSv273YcYEj3YXdiHy_VTGZ8YcN8Gz2Iqamj2px_itGnYpNymF-jFV8Cj4HJXCAG9xsQgJytltS0z6eNhOFoLGKphlTkNeHXF9m6bTLkGjGKuGJhSB-0h0mCL4iDNyWvT-fg1NIO6Mzova3u7RWvjQZlQrQOOLegA__9OFWs5poH1tg2OERT_ioB18QQJ211VQZaUTZ-EDx9gnGKafjHYtMhGyKpfRIAOJCy53fu6M3HuqTjXNmPAx-aUMwX_35tnmYW6rAUs-WqpF6FQcfpXmnXnUmzlTs3ZEv9d77fMIlyoy8ZHJkxm0lQU3jYBcmMRriPxFtNFTkuqIFFZqaGpQWkRtYRRlH8vaG53EGKkEJHcwcoXElWyT1vi8cUlMKxHo9FZSQQHrAVWULAqPCyiyK1MyJFRbbrDbCglSEmqR4YzMiQ_BbATob8gesVG1TffF4pS4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smPsKIJgVaC9sKP6cX5tZCeNVugpRU3fYwhWMNX06-Di_4H6f6IHCDYXGvQujteegEnZ7FU_38Sc3VF8hWwBmIUST90Zr4FfFrJBQ1tvGiKsicGFz-FWstzQCHR7vGiG1sZ2vlBBXrkEw0_Qjoiw4yCgvrWtTOFARgiHf32PNf53eOMX3q05_IKeyxnWQJGAY40mBBmWmNL746DlBBDrQnLtiDGsOkNwt0puNJ2iL8zEYkhZ47rB_-16REymvMmDvuCsLmWx99ZccQHhglNwsOWUo1b7wQyAfePwD5BdTSc_ZpXvVd-SL2ORtAYRnuJGo9bdjAt697muuWLSkzzVqeMWjOyhIN8gZdQLAERTFKaWxojTqhtvFvHWKRX4bSdjCz_WKSv273YcYEj3YXdiHy_VTGZ8YcN8Gz2Iqamj2px_itGnYpNymF-jFV8Cj4HJXCAG9xsQgJytltS0z6eNhOFoLGKphlTkNeHXF9m6bTLkGjGKuGJhSB-0h0mCL4iDNyWvT-fg1NIO6Mzova3u7RWvjQZlQrQOOLegA__9OFWs5poH1tg2OERT_ioB18QQJ211VQZaUTZ-EDx9gnGKafjHYtMhGyKpfRIAOJCy53fu6M3HuqTjXNmPAx-aUMwX_35tnmYW6rAUs-WqpF6FQcfpXmnXnUmzlTs3ZEv9d77fMIlyoy8ZHJkxm0lQU3jYBcmMRriPxFtNFTkuqIFFZqaGpQWkRtYRRlH8vaG53EGKkEJHcwcoXElWyT1vi8cUlMKxHo9FZSQQHrAVWULAqPCyiyK1MyJFRbbrDbCglSEmqR4YzMiQ_BbATob8gesVG1TffF4pS4s=&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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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织行为学视角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路径探索 

焦李媛 1张雪翠 2 王屹 3,4,5 

1. 广西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3.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 4.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5.广西产教融合研究院 

 

摘要：建设高质量的教学创新团队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类型地位、有效增进职业教

育适应性的重要手段。以组织发展为基础的组织行为学为理解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组织行为学视角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是兼具共生性、开放性、

综合性为一体的实践型研究型团队，其组织环境主要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动力所提

供。面对团队建设过程中组织化程度偏低、“双师”流通机制壁垒、领军人才匮乏、共

生文化缺位等现实困厄，应注重组织结构，系统规划团队生命周期；依托产教共同体，

畅通“双师”教师循环路径；注重人才梯队建设，优化领军人才培养；立足组织特性，

塑造团队文化，实现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高质量发展和实践水平的高效提升。 

 

关键词： 

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组织行为学;“双师型”教师;教师成长; 

 

基金资助： 

2022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课题“基于产教融合的广西高职院校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GXGZJG2022A059,主持人：焦李媛）；

2023 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课题“广西婴幼儿照护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GXGZJG2023A021,主持人：马敏）； 

 

文章来源：焦李媛,张雪翠,王屹.组织行为学视角下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

设的路径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02):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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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合供”视角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合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刘延翠 1路宝利 2 

1.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2.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中国特色学徒制的体现，也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的创新举措。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及能力要求，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合

供”理论源于公共管理学，强调政府与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以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与公共

服务能力。基于“合供”理论的内涵及应用，围绕“谁参与合供”“为什么合供”“怎

么合供”三个问题，分析政府部门、项目企业、职业院校以及公共组织在合作培养职业

教育现场工程师中的主体作用。通过阐释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合作培养的缘由及意义，

来选择多元主体合作育人模式、搭建多元主体合作育人平台、实施多元主体合作育人管

理等方式，优化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合作培养的实践路径，以满足数智化职业场景对高

素质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 

“合供”理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合作机理;实践路径;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的演进逻辑

研究”（项目编号：BJA210101,主持人：路宝利）； 

 

文章来源：刘延翠,路宝利.“合供”视角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合作机理与

优化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03):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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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smPsKIJgVaD74Ehfg3tUvUImAMA_tpaXxY_G76eVG25sjyp2E4q8ZESnoTuSM8-e2IVoB1pK51xA791TDBbquo_sx7I9FyIsO28dhtM_svx5ikdWVTzl59PjEma0ZB50dDzmTl1--3WIo8qQz62Kh-3axsyLmuupSZoNWJ_2Y4o-q_ExBuBQMgS_IBjjc1QVbdqQnDnFhXovSCBfU8VvVDw9XoBhQ2SCQePk4d_93yyC0KlQ6bTCQCJeWSZBXnQQ4pRhAzHTJJ7h7XXUL1-IZpf8UxCr_kXz15AedTsj3WvXjKWwI2JgDdIZx7etuLBbHmfdsRo5FjAqqeudBZ2EHAT4Cb9F_P5ghiV8SV_H7ED1n6Z4FQJQbdhSs56kKaWIxFmB9kR8G234Wl8bQw2CVtHmoDxZhwFimTpEfbQVqFqGOGyG_7CNVR2A-_Xn6ZimoJxHV1cdioRvavCyOkkP-5zeTrTdPJkIHBFkejV2DEJYNLjaeht6aNYFVYqhH1rmuBuCvgONgl0-uw5ZM6ilu-9DPEoV3VcnC2wx7THP9iontVrrywkltLKdrAIVm9243tH86dUBq0gg5miGAvqr-kynI32Lpzi98Ba_Q0xUVbdvWfNeijUYhmaJhM7HHvKazAfvw_Xb8BU6UDUpDLt8VIdyetY5mvR8gy9PRLliWRif7SXj2H7Vbjd-0JjC4RGRp8sAA0jp6yYBJqU-YNwuSNeJC8KH7qkp&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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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体系重构及实施策略 

 

刘永胜 1焦爱新 2 

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 

 

摘要：随着高职院校专业群内涵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推进，本着立德树人、

德技兼修、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亟需重构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为专业

课程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实践遵循，弥补专业群内涵建设的不足。针对目前高职

院校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构建存在教学目标缺乏系统设计、教学内容不契合人才培

养目标、教学方法不贴近高职学生实际、教学评价缺少指标体系及脱离人才培养效果等

现实困境，从二级学院中观层面提出设计专业群“系统分层”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构

建专业群“师史事势”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创新专业群“价值引领”的课程思政教学

方法、实施专业群“增值赋能”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等构建进路及实施策略。 

 

关键词： 

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思政;构建进路;实施策略; 

 

基金资助： 

浙江省第一批省级课程思政教学项目“智慧建造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团队”（项目

编号：SKCSZ-2021-C15,主持人：刘永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红色基

因融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2JDSZ3054,主持人：焦爱新）； 

 

文章来源：刘永胜,焦爱新.高职院校专业群课程思政教学体系重构及实施策略[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02):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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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smPsKIJgVaC4cZnYc6z_2ZHkT0ZB4saDCg6ZVV4xOTOwDy4-lBltbBDrEXWYxBYbN2_jWGu7-sqSMiKfIWqbpUtmaIlqcAqD35BrrNIfRU2bbdBr8zME0s7pRDMrzFMerbG49b3Jfye83vUu5aDFafFyvklodeu8EyoYnpgiKpm_s-_pGr-gJKrU6_6IaDLpn1kahcJP5FfQAzWzPmhsAb5lK23bDru5L6KM27TsYiq02BHvZ6cbIVcPU48aNdLu4kcAAEV1wX3gxYKl2crG_RdqmFaYaHEYK-7LqzujZKbIrd3pN9LmOBnDTkMZf3qf9FG1lVePfnjS2Cmeaa3fSrIA-INwjzCKV1E_n_66tyoQkM2B-G7EYN_a2NDZq0ksBksUdpMogWMUtfzq97aeV3Q9RA5pX8q6HuOKc3Fv2WCQ1urWVKNbaPrbTP7UrxmSe5d0_Gj9kzD-NEx0SnXW0KsyqUxzclb_E1z4ymv_G-Nh7ruS5V2sU0qYGa-QVDwQtV6p_jYG186agyN2XEWHDv02OahKienq-8EtQFEGvy1dHYCIlNbbqmUXp0dmVwq5oCZV0vT4zV7BJ_LBtUQV4RWyfHYhPROzgf-0A18HWYhUrqheX9nr6rsb_tQPUMGdRYsTmPgrRhVOr_7tZ7I-ssHNv2qDAIDyCO0U5MgRthgXrUCUgnXvoNcoNjYRsW71xKqfeAPW3NCm3SlQglOqr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smPsKIJgVaC4cZnYc6z_2ZHkT0ZB4saDCg6ZVV4xOTOwDy4-lBltbBDrEXWYxBYbN2_jWGu7-sqSMiKfIWqbpUtmaIlqcAqD35BrrNIfRU2bbdBr8zME0s7pRDMrzFMerbG49b3Jfye83vUu5aDFafFyvklodeu8EyoYnpgiKpm_s-_pGr-gJKrU6_6IaDLpn1kahcJP5FfQAzWzPmhsAb5lK23bDru5L6KM27TsYiq02BHvZ6cbIVcPU48aNdLu4kcAAEV1wX3gxYKl2crG_RdqmFaYaHEYK-7LqzujZKbIrd3pN9LmOBnDTkMZf3qf9FG1lVePfnjS2Cmeaa3fSrIA-INwjzCKV1E_n_66tyoQkM2B-G7EYN_a2NDZq0ksBksUdpMogWMUtfzq97aeV3Q9RA5pX8q6HuOKc3Fv2WCQ1urWVKNbaPrbTP7UrxmSe5d0_Gj9kzD-NEx0SnXW0KsyqUxzclb_E1z4ymv_G-Nh7ruS5V2sU0qYGa-QVDwQtV6p_jYG186agyN2XEWHDv02OahKienq-8EtQFEGvy1dHYCIlNbbqmUXp0dmVwq5oCZV0vT4zV7BJ_LBtUQV4RWyfHYhPROzgf-0A18HWYhUrqheX9nr6rsb_tQPUMGdRYsTmPgrRhVOr_7tZ7I-ssHNv2qDAIDyCO0U5MgRthgXrUCUgnXvoNcoNjYRsW71xKqfeAPW3NCm3SlQglOqr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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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数字教材深化职教专业课程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的重要突破口。教育数字化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数字化

对教育的赋能和加持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就数字教材开发和建设而言，虽然

还是新生事物，包括教材标准、样态、格式、要素、表现形式等都还在探讨之中，但它

能有效解决困扰职业院校多年的专业课教材更新慢、成本高等问题，有利于更好彰显职

业教育的类型特征。 

数字教材高度契合职业教育专业课需求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来源，以其内容稳定、

可靠、科学为典型特征。但对职业教育专业课而言，教材往往有滞后于生产实践和技术

工艺的问题，因此，以数字教材深化职教专业课程改革很有必要。 

职业教育专业课内容需要随产业技术变化及时动态更新。与其他教育类型知识成熟

度高、稳定性强，课程内容和教材出版相对稳定不同，职业教育扎根于千行百业，以培

养生产生活一线高技能人才为己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装备改进和工艺更新，

相关专业课教材要迅速更新，才能适应生产技术的快速变化。 

数字教材是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的新阶段和新样态。多年来，教材一直是职业教育致

力于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材改革又致力于服务技术革新，跟上生产实践的步伐。但教

材内容往往落后于生产实践，成为教学改革的难点。为更好解决这个矛盾，增强教材内

容对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适应性，国家推出了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

形态教材改革，意在加快教材的更新迭代步伐，跟上产业技术革新的节奏。数字教材的

出现，进一步迎合了专业课内容快速更新的需求，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最短时间内、最

低成本地实现教材更新和内容替换。如果说新形态教材是传统教材的改进，那么数字教

材的诞生则是革命性的。 

数字教材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教材“教学材料”的本义。长期以来，人们更习惯于将

教材狭隘化地理解为课本。其实，课本只是教材的呈现形式之一，或者说是教材的主要

载体。数字教材的出现，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表现，而是囊括了如音频、动画、视频、课

件、讲义等所有可以呈现知识、技能的多种媒介。只要有利于知识呈现、有利于技能传

输、有利于教师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表现形式，都可以置于数字教材之中。如此，

数字教材成为教师制作的诸多课程学习材料的总和，是真正意义上的更为完整的教学材

料，是居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中介，三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教学活动。 

数字教材开发生产具有经济性，绿色环保。数字教材无须交付印刷厂印制出版，教

师和学生即可在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上使用，大大节约了资源消耗。数字教材既降低

了出版社的出版成本，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本和费用支出，学生可以以同等价格购买

到更多内容的复合化、立体化教学资料，是“物超所值”的教材。更为关键的是，数字

教材也是符合国家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碳”战略的应时之举，由于其动态更新便捷，大

大降低了出版社后期修订和再版成本，基本上可以实现“教师实时更新、学生实时学习”，

无缝衔接。 

数字教材正在模糊课程资源和教材之间的界限 

课程和教材是教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有的专家认为，教材属于课程资源的有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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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是课程的下位概念；有的学者则主张将教材和课程视为平行的概念，两者同为

教学服务，但又具有不同的属性。数字教材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弭这种争论，因

为它正在模糊数字课程资源和传统教材之间的界限，使得二者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状态。 

数字教材是资源中心，是学习平台。数字教材绝不是简单地将纸质教材搬运到网络

上供学习者线上浏览，不是纸质教材的简单网络化、数字化，它也不再单单是一本书。

数字教材更本质的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基础上的富媒体，是教材呈现形式的丰富

多元。它除了可以正常像一本可以打开阅读的书，有文字呈现之外，还可以容纳音频、

课件、图像、视频、动画乃至数字人等现代化多媒体资源和数字技术。数字教材已成为

课程教学多种资源的集合体，它模糊了数字课程资源和传统教材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

的资源可以通过一本具有丰富内容的数字教材来呈现；反过来，一本数字教材资源足以

支撑起一门课的课程资源。 

数字教材由于有丰富的语料库和大模型支撑，具有智能性。数字教材可以与不同主

体间建立起互动关系，既可以为教师的教学画像，也可以为学生的学习和知识结构画像。

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使用数字教材，训练数字教材，从而使得教材平台更加符合自己

的认知风格和行为习惯，提升教与学的效能。可见，数字教材是人工智能在教学上的应

用，它是聪明的，是人性化的，是可以充分实现人机交互的。 

数字教材对知识生产规律产生革命性影响 

按照 SECI 知识生产和转化理论，默会知识很难显性化，但数字教材技术手段的多

元化，某种程度上正在突破这个规律。在知识由个体转向个体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由个体转向团队的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由团队转向组织的组合化（combination），

再由组织转回个体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四个过程中，知识生产一边外显化、公

共化、社会化，一边又内隐化、个性化、私人化。在这个知识动态变化过程中，个体知

识价值效应被不断放大，下一轮又在上一轮基础之上实现螺旋式上升，知识生产由此不

断进步，这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 

在这个知识生产模型中，个体向个体的知识转化是起始环节，至关重要，也尤其困

难。这个阶段的知识生产和转化以默会知识、经验知识为主，而这类知识恰恰又是职业

教育侧重的知识类型。职业教育所传输的技能多是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具身的经验性

知识以及一些说不清的直观知觉和判断，它们只能以师带徒的形式，多依赖口耳相传、

朝夕相处的高耗时、低效率方式逐渐提炼、编码、结晶，从而实现知识的传递和再生产。 

数字教材所采用的丰富的文本、音频、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融媒体形式，

通过人机交互，将难以言传的知识形象直观地表达出来，置于数字教材之中，让学生可

以直接捕捉到相关信息，获取教师语言描述相对苍白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从而简化了

SECI知识转化和生产流程，提高了知识传输效率。从这个角度说，数字教材以其丰富的

数字媒体技术实现了知识传输的革命，推动人类学习形式往前跨进一大步。（作者：聂

伟，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本文系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重点项目“融合融通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GYB2023005］阶段

性成果）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4-02-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1390464576940669&wfr=spider&for=pc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02/20/content_635377.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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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教育国际化 

 

 

 

4.1 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 首批本科生开学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讯（记者张欣）柬埔寨当地时间 3月 15日，中国职业

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首批本科生开学典礼在柬埔寨金

边举行。 

开学典礼上，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曹玉梅表示，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是中柬双方在职

业教育领域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的范式样本和生动缩影。江苏省教育厅将全力支持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高质量建好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推动双方在培养和创新领域进一步开

展合作，探索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合作形式，共同培养出更多综合素质卓越的优

秀人才。期待双方院校进一步深化内涵，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拓宽领域，推动校际合

作新格局；加强交流，打造中柬交往新典范。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表示，2024年为“中柬人文交流年”，在共

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资企业和柬埔寨经济社会对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日趋旺

盛，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将多措并举，确保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所有同学都能学有所获、

学有所用，学校将持续优化专业、夯实课程、丰富教材、培养师资和强化实训，为同学

们提供中国职业教育的“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师资和金基地”。 

据悉，柬华应用科技大学于 2023年 12月在柬埔寨金边由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与

柬埔寨副首相韩春那洛共同揭牌。学校采用“4+0”、“2+2”、“3+1”等模式，在柬埔

寨开展职业本科学历教育，首批开设六个本科专业共招收了 160名本科学历生和 400名

校企合作订单班非学历生。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4-03-18    作者：张欣 

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2403/t20240318_2111168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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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职业教育助力柬埔寨人才培养 

“我要争取去中国留学！”来自柬埔寨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的本科新生孟梅梅激动地

对记者说。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首批本科生开学典礼日前在柬埔寨金边举行。孟梅梅同其他 9名

新生一同走上领奖台，接过优秀学生奖学金奖状，笑容灿烂。孟梅梅今年 18 岁，即将

开始在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电子商务专业学习，她很喜欢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校园环境，非

常期待在这里学习中文和专业知识。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由中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合作共建，

是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开展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可同时获得中国和

柬埔寨两国学历和学位证书。学校于 2023年 12月在金边揭牌，首届共招收 160名本科

学历生和 400名校企合作订单班非学历生。首批开设的 6个本科专业为新能源发电工程

技术、汽车服务工程技术、网络工程技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和旅游管理。 

同孟梅梅一样，索万纳也是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首届本科新生。他告诉记者，在了解

到学校拥有完善的教学设施、来自柬中两国的专业讲师授课、学生能同时获得柬中两国

学历学位证书后，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就读。 

“我希望以后从事物流管理工作。”索万纳说，“相信在这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可以帮助我在毕业后更好地从事相关领域工作。” 

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网络工程技术专业教师周惠向记者介绍，该校大部分讲师是从中

国国内本科院校选拔公派而来，授课教师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学经验丰富。学校配

备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建有先进的实验实训室和计算机机房，能够满足专业学习所需。

学校主要采用中文培训加专业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同时掌握中文和职业技术，

毕业后能够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 

周惠说，第一批本科新生刚刚入学，就有中资企业向学校抛来橄榄枝，“预定”专

业人才。 

据介绍，柬华应用科技大学通过校企合作模式，同企业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

资建设、科研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学校结合企业需求和学生特点，以“技能+中文”为

切入点，帮助学生提升多种能力和本领，服务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 

本次开学典礼上还举行了校企合作奖助学金颁发仪式，63 名优秀学生获得奖学金

和校企合作定向培养助学金。 

柬华理事总会监事长郑源来在开学典礼上表示，柬华理事总会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大学合作共建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是要打造柬埔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高地，为深化柬中

两国友谊作出贡献。他希望学生们学好技能、练好中文，成为柬埔寨国家发展的栋梁和

深化柬中友谊的使者。 

 

信息来源:新华网  2024-03-18 

http://www.xinhuanet.com/20240318/a6232e5f36fb4e19bee615f1b2bfff67/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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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表征、根源
及对策 

 

覃绍娇 1  林丽 2 

1.广西财经学院教务处教材科 2.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 

 

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在国家、政府、民间层面

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及成效。但依然存在合作办学规模欠佳的问题表征，其他表征还包

括双边职业教育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合作的国际化程度低、质量保障

体系亟待完善。深究其问题根源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体系和政策差异、合

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对此，需构建四级教育经费资助体系，引进多方教育资

本；增加教育互信，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推进中国—东盟高等职业教育共同体建

设，构筑双边质量保障机制。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合作;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国际化; 

 

基金资助： 

2021 年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东盟国际化管理类应用型人

才培养探索与实践”（2021110077）,主持人：夏国恩；2021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改革重

点项目“面向东盟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XGZJG2021A004）,主持人：蓝勋； 

 

文章来源：覃绍娇,林丽.“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表征、

根源及对策[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36):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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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就业技能框架视角下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克服孤岛化倾向的举措

与借鉴 

陈中润 

上海交通大学 

 

摘要：生涯与技术教育在为美国开展职业人才培养发挥作用的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孤岛

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认知定位上剥离、课程设置上孤立、职业准备上脱节等方面。由知

识、关系、工作三个维度构成的就业技能框架,注重指导学生从知识储备、关系建立、职

业实践维度上全方位加强与其他类型教育的融通以及与工作场所的衔接,以此克服孤岛

化倾向,使学生从升学和就业等方面做好全面准备。纽约州的生涯发展和职业教育以提

升学生就业技能为导向,围绕着更新组织模式、建立教学标准、拓展成长路径、促进贯通

培养展开,实现知识、关系、工作就业技能一体化培养。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促进不同类

型教育贯通、职业技能与学术教学融合、教育与市场衔接的实践,可以为我国促进职普

融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美国;就业技能框架;生涯与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体系;职普融通; 

 

基金资助： 

2020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培育项目“全媒体时代教育政策过程创新研究”

(WKCX2023),主持人:陈中润； 

 

文章来源：陈中润.就业技能框架视角下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克服孤岛化倾向的举措与

借鉴[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01):73-79.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AL3J4Yp384WCzZuXzEdWSxw-7fsBpfBacLQgZSfcsnQj-7slHJjKXlWrlAfiQTcZpcw2Mm5b32uyk58fRP8-WkaQFGKDeHf4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AW99mmuMkqwMcMDpOn3erg5REUOtze_bzy3-wwI8ZmGP66_sL8nhRz7nAc6lvUgJh0Dapj1T_5ETqMlNUvVxlylNkGZ5UEqbPQ9b3F3EdUv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8EQIkcw4sfuliRMTtCC-rbb9V7sRuF1cYqoI9YToGDvioAkKcL3Pm72u186CWHtnF1ndXafE3OAfqxvtmUh9_WO5xmMrJ1a4=&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8EQIkcw4sfuliRMTtCC-rShJOlsUC90aHnyycI1X_E_eD5OqefjT2v6pc1B937z904gsllzllk9dHUHeMpjv8WfPnIiPePODYuDKgBag43y2gadcXTs-cU0tPsITp6IAbHkyWhSB87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8EQIkcw4sfuliRMTtCC-rbb9V7sRuF1clxpKCYnBK3U7m7cSx8LZ4wm7KFvqc1yuZHnYo1Qlf8dtF-Waus3JL6ELQV-wU1iD9kEEqlTSN-13xD99RU4VnpKSZOIgXQjXnfWfOK7iHMFjglcwk2hu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8EQIkcw4sfuliRMTtCC-r57Bdbx8LZE1SlcILy0-hBB2fh9TwV7BZNAowb1KZlcS7YY0x4hUSoAHP1pMmY4uwdPpJENns85t3doLydTP0Jh2JRnzFXzqU3jp81QXqzjj76QBs4KTa3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8EQIkcw4sfuliRMTtCC-r57Bdbx8LZE3XA2JndeoESCZIT0FndQlcDF-X8UxzEwpbyDKpTKru4_auzpykXXWH5-3oXjxZ9qXT5cz2spiC-L0VsYJ3leF8&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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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实践导向的类型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有效进路——来自德

国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何伟光 唐玉溪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我国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已经获得政策许可，亟待探究推动其从试点探索走向稳健

落地的实践方案。经过近半个世纪努力，德国业已将职业本科教育建设成以实践为导向

的重要本科教育类型，呈现由应用科学大学专门负责举办、与普通本科教育形成差异化

的人才培养定位、具有上下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支撑、拥有不可替代的办学功能

及根植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的主要特点，探索出在入学资格上强调实践经历、重视校

内外实践课程安排、展开以实践性为导向的教学创新、推动面向实践的研究与育人相统

一、打造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以及以认证促进质量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经验。德

国经验启发我国应沿着“实践导向的类型教育”进路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加强职业

本科教育专业建设，面向产业所需优化人才选拔，突出课程设计的实践导向，通过形式

创新提升教学效果，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完善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及发

挥优势办出职业本科教育特色。 

 

关键词： 

职业本科教育;实践导向;类型教育;本科教育类型;德国;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师创新素养研究”（编号：23VSZ035）,主持人：唐玉溪； 

 

文章来源：何伟光,唐玉溪.实践导向的类型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有效进路——来

自德国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职教论坛,2024,40(02):42-49.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D8mp9KBymbykAH5VfmyoPeVSRMo_pMUshCBeli7LzsAnPYSF5Ih-pnG3TB4hC0jDlT5mGAwLoZI13cqYBCm7qYViBImJJ61Sk=&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C7xHoIhzAy0CuVy7PdKEfk9LxiBtOBZJc3vzMoK5Z0T_RFlhOSKBeopkGFqRpe7TdWUEUzmAvIMRkWs9WwxXnhDJy1qfNas4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BAwG65OL666NweHLwhPP13ok4FlVpbjtiC1aczIHFQFHvcHmyJHFjLA-ChX4TjzTbtBKgE_nbHH3gkW67Xau2RR7P3n58RmPFZrl5KGHAdKl4VPLEE2Vv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gw40OMcq9x0oiWQ9_mO2zlDC5E2v0bxkvPM_vd7Vxjwc2nUXfCuVeC6DBDGLiXNnUbPvFa3TdpAz7ZE5rVvh38QuuB7dHO4qzY03OQcQfLj6ORBefmIPnqTjzeblckLbklyAUqWOR9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gw40OMcq9x0oiWQ9_mO2zcjk7sWDk1urNCfFvV4aaJvxSxqCPPs7JXHToplrkn3p5lFytivcaBX_1s1b-XsOTaxmpdCyIJqcfD4axRfttO3dm4gPKVt6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Dgw40OMcq9x0oiWQ9_mO2ztcYrkOOnfYLMCh5DUQcgtHPX4vRRQzab-FQdxLCDHikRW9NC1a4H4aLxhqh2F-jxNfwxu44WtGlYIi7v1Lwh4i3GT9BMa8h2&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GPBTJjUGPjREX0oa134NXNDhVpYCB9DR7tyXzJYNF9H1-gyXy5HHp0Htyc7RY7vvQUd2zizb6ZUwTSc-QkfiXSP6ulfdKsR_oQnGY1Qf9fWZ7O6x7rjr6Mb289eKe3uxjlmyR2eIIh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Vof-4b7nxdCGPBTJjUGPjREX0oa134NXUIO2TrtwFVvUpx1n27oJBvycEILogZdyaWGdJ-_GJLGFYfPRYj2q7BF9MVH6xi_3du1u44hKUX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Vof-4b7nxdCISgslw8vvOekamLvHA2walCXwqElsVs5qhoaGNssMAuMBhq9QZZ7dlMSESnza-jxnS73YM5W6IwqCu1RIegqPFNkmypkp2nt0seyJKUMofn4xjk3vX89rAre67Lydzf-SgCk7zf2PUxmhu3i_7a-tqMm28FvQ6dxa6p9uo8ANWyjW-3VWsnyxkTYFSSVNXrm_mwzqSWdLk7xZI6Ro1drOLVGEBiugOtIGcabbv3MPKp79B6W6YPjBeG3IWOdjfxjeNYqybG0Y909xqEOe29HY9WFpXdE6MDL3l3ZLgLR5fpdT-J1h-Kf1VmyfT2bqTozsEdbVyL3Zphwm9NSbU1SR5WD_hoLBwg-fPOaYVFjbgLdz8aUattRyCVNKPKTNWewA5HWuxmSiQusb1Z5jku-ELHbJnG5WGi_1SU6GWrm-jSA-XqkgsASeZcoQdTobvW9vpy5Nb5AQZWhloUSq709iueqLcVD-0qStl0Chid9FEOHhFBWMAd3YhT6AXRks3pqVmp7iBQHVdg4lpzL22TUJyF2mOpXbfmHAONWxYrUlLpcT9gnWk3q0WSOENURpEiv4q6e8f-VcxNqKe-v9N94lk4KIpsdrYnprPYytkwoG6pz1cawEdHf_FYLqgRRKrviZqNec7TT9eSIxtH0jLFgeGKblnswcJ_G8RkuN8tgLYUmd4VmvH6bpgAcIOJW3s8eaJTOADMHETruyJ2_VwmkOOLGOU6OZBAgaaLINtgDRO8gEoAhhDYbauvsWlX53axnyUvQy9WB1cXAIsiX5uiMUQWHZMDSvwtp_945LZRiWo_480-NRk28o8qZJ3MgdszKfk8GKmeNEiwcpAKVqqA4AdRnQuRraXBUw534eeRyKH_mTczgBcpxizMIkC7EnLZ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fund/detail?v=Vof-4b7nxdCISgslw8vvOekamLvHA2walCXwqElsVs5qhoaGNssMAuMBhq9QZZ7dlMSESnza-jxnS73YM5W6IwqCu1RIegqPFNkmypkp2nt0seyJKUMofn4xjk3vX89rAre67Lydzf-SgCk7zf2PUxmhu3i_7a-tqMm28FvQ6dxa6p9uo8ANWyjW-3VWsnyxkTYFSSVNXrm_mwzqSWdLk7xZI6Ro1drOLVGEBiugOtIGcabbv3MPKp79B6W6YPjBeG3IWOdjfxjeNYqybG0Y909xqEOe29HY9WFpXdE6MDL3l3ZLgLR5fpdT-J1h-Kf1VmyfT2bqTozsEdbVyL3Zphwm9NSbU1SR5WD_hoLBwg-fPOaYVFjbgLdz8aUattRyCVNKPKTNWewA5HWuxmSiQusb1Z5jku-ELHbJnG5WGi_1SU6GWrm-jSA-XqkgsASeZcoQdTobvW9vpy5Nb5AQZWhloUSq709iueqLcVD-0qStl0Chid9FEOHhFBWMAd3YhT6AXRks3pqVmp7iBQHVdg4lpzL22TUJyF2mOpXbfmHAONWxYrUlLpcT9gnWk3q0WSOENURpEiv4q6e8f-VcxNqKe-v9N94lk4KIpsdrYnprPYytkwoG6pz1cawEdHf_FYLqgRRKrviZqNec7TT9eSIxtH0jLFgeGKblnswcJ_G8RkuN8tgLYUmd4VmvH6bpgAcIOJW3s8eaJTOADMHETruyJ2_VwmkOOLGOU6OZBAgaaLINtgDRO8gEoAhhDYbauvsWlX53axnyUvQy9WB1cXAIsiX5uiMUQWHZMDSvwtp_945LZRiWo_480-NRk28o8qZJ3MgdszKfk8GKmeNEiwcpAKVqqA4AdRnQuRraXBUw534eeRyKH_mTczgBcpxizMIkC7EnLZU=&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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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加坡高质量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与镜鉴 

任睿文 1徐涵 2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摘要:建设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既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应然之举，也是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固本之基。在专业化职业学校办学模式的形成，高质量已成为职业

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国家建构以终身教育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系等多重背景下，新加

坡通过以企业工作经验作为教师入职门槛，校企双向合作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岗

前岗后系统化培养，教师评价理念和标准符合职业教育特性，推动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

等路径建设了一支高质量“双师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应采取

因“类”而异制定教师入职标准，健全校企双向协同育师机制，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评价体系，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素养等方式建设中国特

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师队伍。 

 

关键词：高质量；职业教育教师；新加坡；类型定位; 

 

基金资助：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高水平工科大学举办职业技术

师范教育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供给研究”（编号：BJA220243）,主持人：韩国海； 

 

文章来源：任睿文,徐涵.新加坡高质量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与镜鉴[J].职

教论坛,2024,40(02):121-128.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DNluOaPw88cQnkJppcBx7rvhM1vh45mnCKMPfL3CXgCpM7bER40UvtnjVOpag3oV0ngQyLxJwpeTA-oB2K0PsvrFstwQpEIU0=&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Vof-4b7nxdDNluOaPw88cQnkJppcBx7riF1pk4ycBqlGOrsHV00EBkb0CyRS_spmbnso2tMBvCJoFAdtF1kBERrcyLaVTwm97Yx1wTRbTC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DNluOaPw88cQnkJppcBx7rwpI_T4P0bE3WIxhOD-Ze35ghB_t1OSJVUG2t2YkdBU40loHLdQ1gZ-UH6Sw2MAWyNAUr2Sbbxv-y3yBUvdk4x6qCW8Z-FwUO&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Vof-4b7nxdDNluOaPw88cdDAGRTL-qU5gobCSu1fiP5zgCSG-8Zgh7ZnVvGbUKQSQJSxpABPJSI-xvBanp4beLD3g-w0lx96CFUsDiSb0AcP_GUe5SnWYfggeZ2bErjGKWIFKiQv5xjNHdr2_oYhIw==&uniplatform=NZKPT


54 

 

5.馆藏推荐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

作理论与实践探索》 

 

 

作    者：李增军主编 

出 版 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3.04 

索 书 号：G711/24 

馆藏地点：清远校区流通书库、南校区社科书库 

内容提要：本书分为“理论探索篇”“谋篇布局篇”“课堂教学

篇”“实践育人篇”“校园文化篇”“创新案例篇”六个部分，

收录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努力开创全校思

想政治工作新局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双手册制”学

习模式探析》《党建引领 思政育人 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等

文章。 

《共建与互鉴：高职国

际合作 CEC 人才培养新

范式》 

 

 

作    者：杨娟,易俊著 

出 版 社：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22.03 

索 书 号：G718.5/215 

馆藏地点：清远校区流通书库、南校区社科书库、北校区流通 

内容提要：本书共六章，从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背景、实践诉

求、校本探索分析高职国际合作 CEC 人才培养新范式的创构背

景，总结国内外职业教育国际化典型范例，引申出高职国际合

作 CEC 人才培养理论基础、设计思路和理论框架。通过对运行

机理中平台建设、资源建设、人才培养和评价实施的分析，以

五个典型项目和发展展望，向读者展示如何共建与互鉴高职国

际合作 CEC人才培养新范式和未来探索。 

专业期刊：《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高教探索》；《中国高等教育》；

《思想教育研究》；《现代大学教育》；《高教发展与评估》 

馆藏地点：图书馆期刊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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