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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高计划来说，旨在不断提高高等职业学校的

建设水平，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基

于“双高”计划角度，对高职院校生态康养人才培养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与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养老产业发

展进行紧密对接，将与医药企业合作的深度提升上来，

实现综合化现代生态康养教学实训基地的顺利构建，将

人才培养、行业培训、技术研发等内容纳入其中。同时，

也要加强康养药物实训中心建设，对基地运营模式进行

不断创新，但是在教学实训基地构建方面，生态康养产

业人才明显不足，所以应注重人才技术技能和师资素质

的提升，促使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不断提高复合型

人才的培养水平。

一、产业背景

对于生态康养专业集群，与地方生态康养产业需求

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注重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确保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相一致，基于改革创新动力，在“双高”建设发

展过程中，实现一体化生态康养专业集群的建设，其中，

生态护理、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等为重要的构成内容。

加强“行企校”合作，实现“双元”协同育人目标与人

才培养模式的紧密融合 [1]，使之成为协调统一的有机整

体；基于标准化、开放式角度，加强生态康养教学实训

基地建设；所构建的课程体系，应高度符合康养、医药

产业等发展趋势；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为教师科研

和技术服务水平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加大国际交流的

力度和深度，加强生物制药技术专业认证，以此来将集

群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开来。

商洛荣获“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称号，要想不断提

高商洛生态气候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生态气候资源向

经济发展优势的顺利转变，发挥出对于商洛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现阶段，商洛对于生态立市战略的重视度较

高，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基于现代材料、现代中药、

生态旅游等，为绿色循环经济的构建提供可行的依据。

在“生态气候康养宜居地”创建工作正式启动以后，重

点评价分析商洛生态气候特点、休闲养生条件、气候养

生适宜性等领域。

二、生态康养发展模式

首先，医疗保健型。对于医疗保健型康养来说，在

对消费者身体进行康复和修复时，主要以预防和护理为

主。从旅游目的地出发，加强专业化护理、医疗机构的

积极构建。同时，其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低，主要

借助完善的医疗设施的应用，满足消费者的吸引需求，

给予消费者的体检、康复等活动一定的扶持。其次，旅

游度假型。通过紧密融合旅游行业和康养行业，现如今，

医疗康养政策在诸多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促进旅游行

业的健康发展，加强生态康养基地的构建。再次，文化

养生型。对于该类型，对于文化基地的文化氛围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2]，基于文化和自然将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的

地位凸显出来。同时，这类主题与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养

生资源相符，旨在实现国学文化养生基地建设目标。在

向游客展示时，这一部分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重点渲

染当地特色的历史文化、宗教特色。最后，生态养生型。

在生态养生方面，地域的构建应具有丰富的资源。在此

类型生态康养基地中，应基于生态资源灵活运用体验、

观光等方法，合理开发保健设施和项目。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生态康养人才培养的优化

措施

（一）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

其中，应加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从生态康

养护理等岗位能力要求出发，注重校企合作育人，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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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力，应加强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确保人才培养

方案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准确评

价，将校企协同育人有效落实下去，从而满足校企专业

建设成果的共享需求。

与此同时，应加强生态康养专业集群理事会的构建，

对于护理专业和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来说，应加强多元化

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而食品营养和检测专业与药品生

产技术专业，应确保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落

实与开展 [3]。其中，对于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来说，应提

高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建设的重视程度，对现代

学徒制进行重点签订。此外，专业教师和医院之间等应

保持密切的联系，实现双元化教师队伍的顺利构建。

（二）加强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为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应凸显出立德

树人的重要地位，基于文化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予以落

实。对于药品生产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来说，应对

双元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大力实施。目前，通过网

络技术和生态康养技术的紧密融合，在服务生物康养产

业中，康复技能和老年护理技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

于专业集群角度，应从行业的特殊人才需求出发，对技

术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地定位，加强创新创业类专业

人才的积极培养，对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学生予以重点选

拔，实现新技术应用复合人才特色班的顺利成立。

与此同时，积极培养工匠精神，对行业大工匠进行

聘请，加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设置，大工匠应基于师徒

制对教学任务进行开展，提高对学生工匠精神培养的参

与热情，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训练 [4-6]，基于校企协同

的力量不断提高学生工匠培养水平。除此之外，基于校

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应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对

人才培养机制进行不断完善，给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强

有力的制度性保证。在生态康养医护专业集群各专业中，

应将创新创业课程的开设视为重中之重，加强创新创业

人才队伍的构建，发挥出新技术应用的导向作用，将创

新创业训练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将学生思维拓展开来，

充分调动学生在创新创业比赛中的参与热情。

（三）加强特色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其中，应将校企合作的深度提升上来，从企业岗位

技能需求出发，将模块化与课程体系的构建相互结合，

在核心课程中，应加强模块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在关键

课程改革中，应重点涵盖营养与健康、药物微生物技术、

生物药物检测技术等，对药学服务技术等创新创业课程

进行开设，基于工学结合加强特色教材的编制。对于专

业岗位工作，为了将高阶性体现出来，在课内设置方面，

应重点涉及相关的学习成果项目。通过对生态康养医护

集群专业岗位的能力要求进行分析 [5]，在护理专业，应

对国际护士资格证认证体系进行引用，而药品专业应与

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标准相对接。基于食品专业角度，

应加强食品检验和食品加工职业标准的建设，确保课程

体系的构建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此外，应加强生态康

养专业教学资源库的构建，借助新技术资源库的构建，

将优质资源覆盖范围进行拓展。在教材规划方面，校企

合双元合作开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加强新形态教材、

工作手册式教材的灵活应用。

四、结束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方面，对于共享的职业教育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树

立全新的发展理念，加强现代化经济服务体系的构建，

并不断提高就业质量。在生态康养产业中，应与地方生

态康养医护专业需求密切对接，密切观察科技发展趋势，

将专业结构调整至最佳。不断提高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培养目标，确保与区域养老专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基于改革创新实现综合化生态康养专业集群的顺利建设。

参考文献：

[1] 占柳 . 基于订单式人才培养的日语课程教学改革

的实践探索——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为例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1，41（6）：6.

[2] 张杨，芮全全，柳书常，等 . 乡村振兴背景下结

合乡村康养产业的空心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潘内村

“蕴梦仙居”项目为例 [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0，33（1）：4.

[3] 伟程 . 产教融合视角下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

究——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康养专业群为例 [J]. 教学

方法创新与实践，2021，3（16）：33.

[4] 陈仪坤，何睿，杨倩 . 关于加强康养人才培养，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建议 [J]. 饮食保健 2020 年 45 期，

293-294 页，2021.

[5] 陈卓健，陈平，向珞宁 . 依托茶产业发展森林康

养基地的探讨——以广东省西岩山岽顶湖森林康养基地

为例 [J]. 农业与技术，2021，41（23）：3.

[6] 高晓杰，王占先，马雪 .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　打

造康养旅游基地——黑龙江省康养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

建议 [J]. 统计与咨询，202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