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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立足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双重视角，深入分析传统评价体系在目标定位、主体协作及技术整合方

面存在的结构局限性，系统剖析绿色技能在环境维护、社会发展、经济协调三维度核心内涵，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综合运用，

创新构建知识储备、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三维动态评价框架模型，据此设计覆盖绿色技术原理认知、低碳设备操作技能、生态伦理决策

能力等关键要素的递进指标体系。研究理论突破传统技能评价局限性，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多维数据有机整合评价模式，为培育契合绿

色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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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技能内涵演进及评价需求

（一）全球绿色转型中学生角色的历史性重构

在全球绿色转型背景驱动下，职业院校学生绿色技能培养发

生了根本变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战略（2022-2029 年）》指出，职业教育需从传统技能供给

转向培养具备环境责任意识的“绿色变革主体”。欧盟通过《欧

洲绿色协议》和《欧洲绿色协议》政策框架，将数字技能与绿色

技能整合成新型能力矩阵，要求学生掌握可再生能源系统运维、

生命周期环境评估等复合能力。这种角色重构的本质在于三重转

向，一是职业能力从单一岗位适配性向跨领域问题解决能力延伸，

二是培养目标从短期就业导向扩展至终身绿色技能、素养培育，

三是技能习得过程从工具性技术训练，升级为可持续发展价值的

内化过程。

（二）学生绿色技能的理论解构与三维模型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绿色技能可解构为环境、社会、经

济协同发展的三维能力模型 [1]。在环境维度，涵盖清洁生产技术

应用与生态伦理认知能力，社会维度强调绿色就业的公平性保障，

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补救型绿色岗位”要求从业者

兼具生态修复技术与体面劳动保护能力，经济维度则聚焦绿色技

术商业化创新，例如澳大利亚 TAFE 体系将光伏系统设计与循环

经济模式开发纳入高附加值技能认证范畴，该模型实现了绿色技

能的本质特征，既技术实践与社会价值的动态耦合。

（三）现行学生评价体系的适应性问题

我国职业院校现有绿色技能评价体系呈现显著的适应性问题

[3]。目标不适应表现为过度倚重成绩而忽视绿色行为养成，据抽

样调查显示，职业院校垃圾分类实践参与率仅为 18.7%，主体不

适应体现在企业、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缺位，新能源专业校企

协同评价覆盖率不足 30%，工具不适应则集中于试卷测试占比高

达 56.4%，缺乏实时数据采集与动态反馈机制，这种结构性缺陷

导致评价结果难以有效表征学生的真实绿色技能水平。

（四）重构评价体系的战略价值

评价体系是指挥棒和风向标，重构具有重大意义。在教育层

面通过建立可量化的绿色素养指标，能够有效破解传统评价的“测

量黑箱”，为课程体系改革提供循证依据，在产业层面技能认证

与绿色岗位需求的有效衔接可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丹麦风电

行业认证体系实证表明，该模式使入职培训周期缩短 42.3%；政

策层面，根据中国投资协会 2020 年发布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

蓝皮书》，仅能源转型一项，到 2030 年，中国将出现 3000 万的

人才缺口。绿色技能评价体系重构可有效提升职业教育对“双碳”

目标的支撑效能。

二、评价体系构建原则与框架设计

（一）构建原则需立足产教融合

职业院校绿色技能评价体系构建应以产教深度融合为核心原

则，通过将行业企业绿色转型需求转化为可操作、可测量的评价

标准，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在 " 双碳 " 战略驱

动下，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关键领域的岗位能力标准持续迭代，

以光伏运维为例，应新增组件回收技术，新能源汽车维修岗位则

需同时具备传统燃油车减排改造和新能源电池管理系统维护的双

重能力。为确保评价体系的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必须建立未来

技术观测机制。搭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多方协同平台，

每季度开展产业技术趋势分析，及时纳入氢能存储技术、碳足迹

核算工具等新兴技能指标，使评价维度与产业技术迭代保持同步。

（二）三维评价框架需关注协同关系

基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遵循职业能力发展规律，构建知

识、技能、素养三维框架 [4]。在知识维度层面，形成涵盖绿色技

术原理、环境保护法规和循环经济理论的结构化知识体系，不仅

要求学生夯实专业基础理论，还需掌握国际碳交易机制等前沿资

讯信息。技能维度侧重实践应用能力培养，重点培育绿色技术应

用、资源优化配置和污染防控应急三大核心能力。在素养培养层面，

通过情境模拟任务设计，重点考查学生在生态伦理决策中的价值

观与绿色创新思维。三维框架通过知识赋能技能发展、技能彰显

素养水平、素养反哺知识更新应用的动态交互，形成知识奠基、

技能外显、素养内化的良性循环机制，构建起完整的绿色技能发

展生态协同体系。

（三）评价指标设计需兼顾普适性与专业适配性

绿色技能指标体系采用弹性化的 " 核心指标 + 专业模块 " 设

计架构，既要统一规范绿色技能的核心要素，又要兼顾不同专业

集群的个性化需求。在框架设计上，一级指标对应知识储备、能

力构成、素养培育三个维度；二级指标则依据各专业特色进行差

异化设置，为确保指标体系与产业需求动态接轨，需建立校企协

同更新机制，通过行业调研、岗位任务分解、专家论证等环节，

实现指标内容与企业实际岗位要求的精准匹配与持续优化。

（四）评价方法的创新需整合多源数据

为突破传统评价体系局限性，有必要构建校企协同、虚实联

动的综合性评价机制，通过整合多元评价主体、创新过程性评价

工具、构建成长性评价模型，为职业院校绿色技能人才培养提供

系统化的方法论框架。在校企协同维度，可创新采用 " 任务工单

+ 能力答辩 " 双轨制评价模式，一方面将废水处理等实操项目拆

解为量化工单，通过企业导师对工单完成度的阈值评估，另一方

面由院校教师组织理论迁移答辩，重点考察学生对工艺流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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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创新应用能力。在数字化评价层面，依托虚拟仿真实训平

台构建动态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学生在虚拟工厂环境中的操作轨

迹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操作行为进行模式识别，进而量化

评估其绿色生产意识及可持续发展思维。针对技能成长性评估，

建立基于时间维度的素养追踪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学生参与环保

技术创新项目、绿色技能竞赛的阶段性成果，结合其职业素养测

评数据的纵向变化，生成可视化技能发展曲线图谱。

三、评价指标设计与权重分配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遵循层次化、易操作原则

以装备制造类专业为例，依据三维理论框架，构建了层次分

明的递进式评价体系（表 1）。该体系由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及

观测点构成：一级指标聚焦绿色技能的核心维度，二级指标根据

不同专业特性进行差异化设置，观测点则通过具体的行为描述形

成量化评估依据。

表 1 职业院校学生绿色技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制造类专业为例）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描述
权重
示例

知识
维度

绿色技术原理
能解释清洁能源转化原理、设备

节能技术机制
15%

环保法规应用
能列举行业碳排放管控标准、绿

色工厂认证要求
15%

能力
维度

低碳设备操作能力
能调试工业机器人实现能耗最优
路径，完成设备能效检测报告

27%

污染防控实施能力
能制定车间废料分类处理方案，
独立完成废水 pH值调节与记录

18%

素养
维度

绿色创新意识
在毕业实习中提出设备余热回收
改进方案，并论证其环境效益

15%

职业伦理认同
实习中主动纠正违反环保规范的
操作，撰写环境管理改进建议书

10%

（二）权重分配需体现绿色技能的内在价值导向

采用德尔菲法（Delphi）与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权

重确定方法，通过组织职业教育研究者、行业技术主管及企业人

力资源专家等多轮咨询，系统构建共识性判断矩阵 [2]。以装备制

造类专业指标体系为例，其权重分配呈现显著特征：能力维度以

45% 的占比居首，充分体现绿色技术应用能力在产业实践中的核

心地位，知识维度（30%）与素养维度（25%）则形成理论支撑与

价值引导的双重保障，体现 " 硬技能 " 与 " 软素质 " 的协同培养

理念。在二级指标层面，" 低碳设备操作能力 " 以 60% 的权重显

著高于 " 污染防控实施能力 "（40%），这一差异直接映射出制造

业绿色转型进程中，企业对节能降耗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权重

体系应与区域产业动态适配，确保评价体系与区域产业发展战略

的动态契合。

（三）实施保障需依托机制创新与数字化工具

为确保评价体系的有效实施，可构建 " 标准、培训、反馈 "

闭环式管理机制。具体实施路径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编制《学

生绿色技能评价指南》，细化评分标准并规范佐证材料采集流程，

第二阶段组织教师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重点攻克虚拟仿真数据解

析、多元评价结果综合分析等技术瓶颈，第三阶段搭建智能化评

价系统，集成实训操作记录、企业工单评估与素质发展档案等多

元数据，通过可视化看板实时追踪学生绿色技能成长路径。在制

度保障层面，可将绿色技能认证纳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框架，

如增设 " 绿色技术应用 " 专项模块等，实现评价结果与劳动力市

场需求的有效对接。

四、应用建议与实施路径

（一）深化课程改革，构建绿色技能培养载体

构建职业院校绿色技能评价体系必须以课程体系重构为实施

基础。可采用 " 模块嵌入 + 项目驱动 " 的复合型改革路径，推进

专业课程建设，通过将绿色技能标准转化为可实施的教学模块和

实践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遵循 " 评价先行 " 原则，根据绿色

技能评价标准逆向推导培养目标，建立课程内容与能力指标之间

的对应关系，确保教学实施与评价体系的有机衔接。

（二）强化校企协同，打通技能认证与就业通道

绿色技能评价体系建设成效必须依托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可

构建 " 企业、院校、行业协会 " 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一是由行

业龙头企业主导编制《绿色技能岗位能力标准》，系统界定各岗

位所需的绿色知识体系、实践能力及职业素养，二是推进产教融

合开发新型评价模式，通过校企联合研发如 " 生产工单转化型 "

等评价工具，将新能源汽车电池拆解、化工废水处理等典型生产

工单转化为模块化考核项目，使技能评价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完成，

实现 " 学评一体化 "。在此基础上，着力打通绿色技能认证与课程

教学衔接通道。

（三）提升教师能力，保障评价实施专业性

师资队伍是学生绿色技能培养的核心要素。需构建 " 三维赋

能 " 教师发展体系，在知识赋能层面，通过组织企业碳核查实践、

参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坊等专项培训，深化教师的绿色技

术认知，在技术赋能层面，加强教师数字化技能培训，使其掌握

虚拟仿真评价工具、多源数据分析平台等先进技术手段，从而提

升过程性评价的精准性，方法论赋能层面，参与企业环境管理决

策等情境化评价任务，培养其从行为数据中解析素养表现的能力。

同时，组建结构化评价团队，聘请企业技术专家作为兼职教师，

与校内教师协同制定评分标准，开展跨场域综合评价。

（四）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可持续发展生态

绿色技能评价体系可持续发展需要政策引导和资源保障。在

顶层设计层面，在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意见中，明确各专业课

程体系中绿色技能学分的最低配置标准，同时可配套制定激励政

策，对获得绿色技能培养成效显著专业实施专项资金扶持。在资

源配置层面，应当构建区域绿色技能教学资源中枢，系统整合行

业技术规范、典型教学案例及多元评价工具，形成开放共享的数

字化资源服务体系。在技术支撑层面，需研发智能化绿色技能评

价平台，具备实训数据实时采集、企业岗位评价对接、技能成长

图谱生成等核心功能，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学生提供精准的能

力诊断报告和个性化提升方案，通过编制年度《绿色技能发展报告》

跟踪实施效果，运用实证数据驱动评价体系迭代升级，形成持续

改进闭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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