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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四“jin”
代勋华

（青岛市城阳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山东青岛 266109）

摘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

起，联合国务院相关部门、行业和地方共同举办的全国职业教育

学校学生参与的一项竞赛活动，是中国职业教育界的年度盛会，

已经形成了“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局面。“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是教育部组织技能大

赛的初衷，但随着技能大赛参与面的逐渐推广，南北方职业教育

的对比日趋明显，要想在全国技能大赛取得好成绩并不断缩小与

南方学校的差距，同时真正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以赛促建”，不断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就必须做到四“jin”，具

体是：进、近、劲、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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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自 2011 年 6 月青岛市城阳区职教中心学校首次作为青岛市代

表队到天津参加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赛项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到 2021 年，我校共有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后改为电子电路

装调与应用）、电气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换设备组装与调试、

电机装配与运行检测、数控车工、机器人技术应用、分布式光伏

系统的装调与运维、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术等八个赛项作为

青岛市代表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共获得 13 金 12 银 3 铜，获奖

率 100%。优异的成绩值得让人欣慰，但一路走来酸甜苦辣感受颇

深，其中感受最深的是：要想在全国技能大赛取得好成绩并不断

缩小与南方学校的差距，同时真正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以赛促建”，不断提升专业内涵建设，就必须做到四“jin”，

具体是：进、近、劲、谨。

一、进

青岛市作为全国技能大赛计划单列市，即青岛市市赛结束后

符合条件的学校可以跳过省赛直接作为青岛市代表队参加全国技

能大赛，比其他市少了省赛，但是这也意味着青岛市技能大赛的

内部竞争尤为激烈！而如何让各赛项技能水平进入到青岛市前列

甚至成为“领头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进”。

所谓“进”又要分两个方面，即对外要学会“跟进”，对内

要学会“善进”。所谓“跟进”，上到高校教授，下到企业技术人员，

甚至是兄弟学校中技能水平高的我们都要以“拜师学艺”的方式

不断“跟进”，然后从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发展方向、电路设计、

实训工艺等多个方面引领我校机电专业的发展方向，推动专业的

快速化、规范化发展；所谓“善进”，也就是要高效率的对“跟进”

学来的东西进行“消化”即“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我们要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甚至采取“5+2& 白

+ 黑”模式即周一至周五加上周六周日，白天再加晚上，只有这

样才能“进有所成”。

如果将技能大赛看做是一次马拉松的话，“进”就相当于“起

跑加速”，在力争获得参赛资格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占据起跑的有

利位置。

二、近

冲出市赛进入国赛既让我们进入了更高的平台，也让我们进

一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与南方职业兄弟学校的巨大差距（大部分

赛项），个别赛项南方一个省份的金牌数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北方

省份的总和！此现状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应该向南方职业兄

弟学校学习的东西有很多：赛项规程的学习与理解，技能实训方

法与技巧，甚至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等等，即“以赛促改”

的具体落实。

面对这种现状，想在国赛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取得优异成

绩的必经之路是“近”，即不断“拉近”、进一步“接近”与全

国强队的水平。在“拉近”方面，我们学校领导相当重视，设立

专项资金，学校把技能大赛与实训基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根据

教学和大赛需要，增加实验实训工位，更新实验实训设备，优化

实验实训情境，增强了技能竞赛的保障能力。

学校加大投入，相继建成了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电气安装

与维修实训室、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实训室、机器人技术

应用专业实训室等等，并不断优化原有实验室的布局。

到目前，学校实验实训室总量达 40 多个，稳固型校外实训基

地达 100 多个。同时学校拿出专项资金有计划的组织相关专业教

师外出培训，不论短期培训班还是长期的国家级培训，只要是有

利于教师技能水平的提升，学校都是全力支持。

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各赛项进行兄弟学校之间的 PK 拉练，

省内主要有潍坊、日照、济南、烟台、威海、临沂等市，省外则

与广东、江西、浙江、江苏、云南、重庆等省市的相关学校进行

交流学习拉练。

但是“拉近”只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接

近”，即通过“拉近”这种方式不断取人之长而补己之短，从而

不断提升辅导教师技能水平，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加强课程融合，

“以赛促改、以赛促教”，不断提升技能大赛辅导的效率和效果。

如果将技能大赛看做是一次马拉松的话，“近”就相当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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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保持”，在可以和竞争对手抗衡的基础上力争缩短与“第一集团”

的差距。

三、劲

技能大赛团队中最辛苦的肯定是辅导教师和参赛选手，因为

他们一个是“5+2& 白 + 黑”的执行者，一个是“5+2& 白 + 黑”

的践行者。作为执行者的辅导教师必须有“劲头”，作为践行者

的参赛选手也必须是“劲兵”。辅导教师好找，但要找到真正有“劲

头”的辅导老师却很难，因为大赛对他们的要求太多太多，比如：

团结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挑战精神、钻研精神等等。

“团结精神”就是相互配合，真正的团结就是无条件的配合。

想要成为一个团结优秀的集体，只需要我们用真诚去对待集体中

的每一个人，团结就是力量；“奉献精神”就是对大赛辅导不求

回报全身心的付出。“拼搏精神”就是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摔倒

了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在压力之下不逃脱而且需要用坚韧的毅力

来维持；“挑战精神”就是面对困难要勇于冒险，勇于挑战，明

知不可为，也要尝试去挑战，只有不断的冒险、挑战，才能提高

自己；“钻研精神”是指面对问题时有一股韧劲，有铁杵磨成针

的精神，尝试不同的方法一直钻下去直到问题解决……只有具备

了这些精神，才能算得上是有“劲头”的辅导教师。

另外为了培养出更有“劲头”的辅导教师，学校制定了教师

赴企业一线实践制度。派对应专业课教师深入企业车间进行挂职

锻炼拜师学艺，把企业生产一线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

流程融入到日常课程教学之中，从而实现“零距离”对接。并定

期组织专业教师外出培训、学习、考察，要求专业教师能够根据

市场需求，不断地改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即“以赛

促建”。

对于“劲兵”的培养，则首先要抓好基础教学，因为基础教

学关系到对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兴趣是最大的动力”，只有

有兴趣才有机会进一步展示学生的能力和潜力。

有了基础教学的铺垫，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梯队建设”，

充分利用“校赛区赛市赛省赛国赛”组成的“五级联赛”体制，

按照高一成立兴趣小组、整体上课、参加校赛、最终成立竞赛班

组成第三梯队，高二分赛项集中训练、组成各赛项的第二梯队备

战区市赛，高三全面提升训练、组成第一梯队备战省国赛，而且

每个梯队内部形成良性竞争，因为每上升一个梯队，人数都会相

应减少，到最后参加国赛的一般只剩下了一组选手。

如果将技能大赛看做是一次马拉松的话，“劲”就相当于“能

量补给”，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力保选手具有足够的能量和动力。

四、谨

“五级联赛”的级别越高，参赛选手的技能水平也相对越高，

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对辅导教师及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

了前面提到的“进”“近”“劲”以外还需要做到“谨”，即严

谨细密。

同时为了提升学生实战水平，在平时我们就按照国赛规程和

评分细则进行打分和点评，让学生时刻铭记国赛的标准才是我们

最终的目标。

在学生心理素质上做到稳定、抗干扰，我们会在学生实训过

程中采用放音乐、放电影、学生老师甚至家长参观等方式进行干

扰训练。

为了给学生减压，增强团队合作效率我们让学生参加沙盘游

戏，通过这种非语言的心理治疗技术与学生进行内心世界的交流。

在学生身体素质上达到健康、有耐力，为了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我们经常组织学生跑操，甚至每个实训室都有哑铃、握力器等，

让学生知道良好的体能也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将技能大赛看做是一次马拉松的话，“谨”就相当于“后

勤保障”，全力为选手服务，力保他们在健康、体质以及心理方

面适应大赛要求。

五、结语

四“jin”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或者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的，而

是需要我们整个团队全面做到且做好的，哪一方面出现问题都有

可能影响到大赛的成绩，当然每一部分也都需要处于不断地优化

中。取得优异的技能大赛成绩是我们的目标，是对我们四“jin”

效果的检验，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校将继续坚持“学校有

特色、专业有特点、学生有特长”的办学理念，按照国务院发布

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1+X”证书的创新制度，不

断通过“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式，通过“施教

对象层次化”“施教内容模块化、“施教项目任务化”等手段，

有效开展“三教改革”，真正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

促改、以赛促建”，不断增强中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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