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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于全人理念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研究
张国锋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22）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核心问题是学生关键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本文结合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迈向中高端对

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变化，提出基于全人教育理念的“三元并重、

三环联动、三维评价”人才培养体系并实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践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对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

具有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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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中明确“把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的重要方式，高等职业学校要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重点服务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2018 年全国教

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

高职院校肩负培养国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重任。随

着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迈向中高端，高职院校需要调整人才培养

定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产业中高端和中高端产业，

同时满足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目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多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过

于强调职业能力培养，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关键能力的培养重视不

够；二是满足教育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尚没有完全形成。因此，

构建了基于全人教育理念的“三元并重三环联动三维评价”人才

培养体系，并在我院开展实践探索。

本文以全人教育为理念遵循，以课内课外、教学科研、线上

线下联动为培养方式，采用多维立体化评价方式，构建符合产业

中高端和中高端产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新的人才培养体系，

准确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一、建立全人教育理念，构建人才培养体系

全人教育理念，就是培养全面的人，全面培养人，培养完全

的人。培养全面的人就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职业院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培养人，

指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培养完全的人，指提升学

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推进现代职教体系建立。

基于全人教育理念，构建了“三元并重、三环联动、三维评价”

人才培养体系：“三元并重”，“三元”指知识、能力、素质，“三

元并重”指培养职业能力强、关键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高技能

人才。“三环联动”，“三环”指课内课外、教学科研、线上线下，

通过“课程、实践、文化”三育人工程实现课内课外联动；通过“三

位一体”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学科研联动；通过教育信

息化建设与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从而对学生实施全面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三维评价”，“三维”，指三方评价主体，

学校、行业企业和主管部门，通过三方评价检验人才培养效果，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二、“知识、能力、素质”三元并重，培养全面的人

（一）确立“两强一高”的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全人培养理念，依据企业用人需要，培养专业技能强、

关键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将关键能力（表

达沟通能力、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与综合素质（思想道德修养、身

心素质、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创新创业精神、工匠精神、吃苦

耐劳精神）培养纳入人才培养规格要求。

（二）构建“三元并重”的课程体系

构建本专业领域知识、能力、素质“三元并重”的人才培养

体系，课内构建了“基础知识素质模块 + 专业知识能力模块 + 岗

位综合能力素质模块”的第一课堂培养体系，将个人修养、家国

情怀、社会关爱融入人文素养选修课，开设综合素养、通用能力、

成长基础、创新创业四大类课程，提供给学生选课；将信息技术、

终身学习、解决问题能力融入专业拓展课程，开设专业拓展课程，

学生完成专业拓展学习。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素养、创新专业、科技与技术服务、

社会实践、技能培训与竞赛六大实践活动模块。培养学生的表达

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关键能力与思想道德修养、

身心素质、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创新创业精神、工匠精神、吃

苦耐劳精神等综合素质，形成第二课堂培养计划，学生毕业后拥

有“第二课堂成绩单”。

三、三环联动，全面培养人

（一）“课程、实践、文化”三育人工程联动课内课外

课程育人联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由课内延伸到

课外。课内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活动，课外开展铸魂工程、

青马工程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读书节、爱国主题书画摄影展、改

革开放 40 周年成就展、榜养人物评选等活动，形成了从教师、辅

导员、共青团工作者、全体管理者全员参与的育人协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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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育人联动，课内加大实践课程比例，以现代学徒制、工

作室制、企业现场教学、技能竞赛为载体落实工匠精神培养，培

养学徒制学生，课外开展“企业工匠进校园”、“技能大师进校园”、

“科技社团进乡村”等实践主题活动。

文化育人联动，课内结合专业开展文化育人活动，财经类课

程开展“做账实务谈诚信”、管理类课程开展“文明服务微笑服

务”、工程类课程开展“工匠精神一丝不苟”课程主题教育活动。

课外开展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环境文化建设，开展“中华传统

文化进校园”、“雷锋精神进校园”等精神文化主题活动；开展

阳光体育、健身跑、“一二九”长跑、田径运动会、彩虹文化节、

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使学生参与度达到 100%；

建设思政主题教室，思政文化走廊覆盖栋宿舍生活区，形成了特

色的校园育人环境。

（二）“三位一体”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联动教学科研社

会实践

教学方面，通过课内课外融合，构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在

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上，以“专业课程 + 创新创业实践课程”构建

课程结构，在全院专业建设创新创业项目，以真实的创新创业项

目引领课程设计。

科研方面，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施

科研团队建设计划，组建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科研团队，引

导大量优秀学生参与各类科研项目。

社会实践方面，教学和科研中的创新创业项目进一步延伸到

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孵化，形成以社会实践为载体孵化创新创业

项目，推动学生创新和创业。

（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联动线上线下

以教育信息化建设推动素质培养的全面实施，开展通识课程

资源库建设，建设综合素养、通用能力、成长基础、创新创业四

大类共公共选修课程，资源总量丰富；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项目，鼓励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和课程线上资源建设，

在线平台完成课程的线上建设，形成了良好的线上线下育人的基

础。

四、三维评价体系，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一）以学生为中心建立教学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基于教学环节的完整，制定教师

教学评价标准，标准围绕育人过程，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目标，

包括教学文件、教学过程、课程考核等 11 个评价标准，标准规范

了教师的课前准备、课前教学活动、课上教学过程、课后教学安排、

考核评价等全过程的教师行为，以各标准的完成度和规范度为基

本分，以学生的学习效果为加权，综合给予教师的教学质量以评价，

达到提高教师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

（二）建立行业企业参与教学质量评价的机制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育的评价多以内部自我评价为主，引

入外部的评价机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检验保障，引入行业企

业专家参与教学评价，组建了行业、企业教学评价工作委员会，

形成了教学全过程的诊断改进模式，校企共同制定课程考核纲要，

建设课程试题库，对专业课程实现教考分离，形成以考试评价结

果反哺修正教学的有效机制。

（三）建立以主管部门评价为导向的改进机制

以国务院教育督导评价、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平台、质量

年度报告、技能大赛、高校综合运营监测与绩效管理平台等教育部、

省教育厅主管部门评价为检验人才培养水平的标准，对照标准改

进人才培养质量。

五、结语

高职院校肩负满足国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重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人才，是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基于全人教育理念的“三元并重三环联动三

维评价”人才培养体系，坚持素质、知识、能力并重，将劳动素

质、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等有效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通过

“课程、实践、文化”三育人工程联动课内课外；通过“三位一体”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联动教学科研；通过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

联动线上线下；通过三方评价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为高职“立

德树人”、推进“三全育人”改革、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可

借鉴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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