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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李荣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750021) 

摘要：在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抓好九大重点产业发展，推动宁夏回族自治区综合实力提升的背景下，

地方经济发展对宁夏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析了宁夏近五年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服务、技术服务、社会培训

等方面的现状，查找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一、研究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

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1]。《宁夏

自治区教育工委教育厅印发 2020 年工作要点》强调要提高教育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2]，职业院校应在国家政策对高校的要求和学

院自身发展的需求等背景下，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内涵建

设，进行资源整合，提高服务能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二、宁夏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整体情况 

在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查阅了 2016 年至 2020 年宁夏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9 所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典型

案例及社会服务贡献表（见表 1），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宁夏高职院校

社会服务现状。 

表 1  2016 年至 2020 年宁夏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贡献表 

编

号 
指标 单位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毕业生人数 人 9964 11268 11013 10813 13247 

其中：就业人数 人 9806 10987 10003 8950 10509 

A 类：留在当地就业

人数 
% 93.79 89.18 88.43 87.22 81.98 

B 类：到西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就业人数 
% ---- ---- 83.77 98.72 82.54 

C 类：到中小微企业

等基层服务人数 
% 74.25 65.27 61.56 63.07 61.49 

1 
就 

业 

去 

向 

D 类：到 500 强企业

就业人数 
% 10.6 2.87 2.48 5.39 3.90 

技术服务到款额 万元 
2920.6

1 
521.77 

119.8

4 

104.5

0 
250.05 

2 
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

益 
万元 0 0 50 0 0 

3 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万元 531.60 1050 
945.1

9 

1123.

3 
1381.9 

4 技术交易到款额 万元 730.94 51.23 1.2 2.8 7.3 

非学历培训服务 人日 443698 30911 
16783

2 
74028 

291857

1 

技术技能培训服务 人日 ---- ---- ---- 43549 51143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服务 
人日 ---- ---- ---- 9871 3188 

5 

其

中 

退役军人培训服务 人日 ---- ---- ---- 0 0 

基层社会服务人员

培训服务 
人日 ---- ---- ---- 23666 42736 

6 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万元 
3848.4

7 

5377.8

6 

1814.

4 

1162.

6 
5770.6 

数据来源：根据宁夏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整理。 

（一）人才服务 

2016 年至 2020 年，宁夏高职院校每年毕业生人数、就业人数

有波动，但基本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总共为社会贡献技能人才

310574 人。宁夏高职院校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的人数逐年降低，

但超过 80%毕业生留在区内就业，说明宁夏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迅

速发展，为高职毕业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宁夏高职院校毕业生

在中小微型企业就业比例由 2016 年至的 74.25%降至的 61.49%，说

明毕业生大多流向中小微企业，到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比例近两

年有提升，但占比仍然较低。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确定重点发展九大产业，据 2021

质量年报数据显示，宁夏 11 所高职院校有 258 个专业布点，10 个

专业布点对接农林牧渔大类；18 个专业布点对接电子信息大类；8

个专业布点对接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8 个专业布点对接食品药品

与粮食大类，10 个专业布点对接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7 个专业布

点对接旅游大类。这说明全区高职教育能紧跟区域经济发展变化，

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二）技术服务 

2016 年至 2018 年全区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因统计口径偏

差，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2018 年至 2020 年呈上升均势，平均增长

率为 21.81%。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2016 年至 2020 年基本呈现稳

步上升趋势，平均增长率为 32.35%。技术交易到款额呈现先降后升

的均势，近三年平均增长率为 59.39%。宁夏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

到款额、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和技术交易到款额基本呈上升趋势，

总体上说明宁夏高职院校科研及技术服务逐年上升，但与发达省份

的差距还很大。 

（三） 社会培训 

宁夏各高职院校充分利用自身优质的教育资源对各类行业、企

业的人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社区服务人员培

训等。2016 年至 2020 年，全区高职院校非学历培训服务分别为 

443698 人日、30911 人日、167832 人日、74028 人日、2918571 人

日。数据显示，宁夏高职院校社会培训服务培训量较大，但培训力

度不稳定。2019 年、2020 年全区高职院校新型农民培训服务分别为

9871 人日、3188 人日，基层社会服务人员培训分别为 23666 人日、

42736 人日，宁夏高职院校持续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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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员培训，但培训量每年变化较大。 

三、宁夏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输出与产业发展需求错位，人才质量有待提高 

宁夏高职院校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资料显示宁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

率基本上保持 90%以上，通过调查发现专业对口率却不高。2020 年

全区高职院校 258 个专业布点，对接宁夏九大产业的为 61 专业布

点，所占比例为 23.64%[3]。宁夏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期，急需大量对

接“九大产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宁夏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还

需进一步调整以适应本地区社会需求。 

根据数据分析，近五年宁夏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 500 强企

业就业比例平均值为 5.05%，在中小微型企业就业的比例却达到

60%以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 500 强企业就业率低，说明社会迫

切需要高职院校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科研实力偏弱，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近五年，宁夏高职院校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逐年提升，一方面

说明政府对职业教育扶持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纵向课题研究有助于

职称评定，故教师进行纵向课题研究积极性高，但与发达省份相比，

差距还很大。2020 年陕西高职院校与宁夏高职院校技术服务到款额

比值约为 46：1，技术交易到款额比值约为 176：1。宁夏高职院校

横向技术服务能力偏弱，这不仅仅在于教师参与技术服务内动力不

足、自我发展意识不够，还在于院校顶层规划不够、管理制度不配

套、政策倾斜不足等。技术交易服务偏弱，原因是教师科研成果与

企业的技术需求匹配度不高，无法实现生产力的有效转化。 

高职院校提供技术服务的主要途径是校企合作。合作方式主要

有教师在企业担任技术顾问、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共同承担科研

项目，实践中由于学校与企业资源及诉求不同，双方产生利益失衡，

导致合作动力削弱，合作关系流于形式。 

（三）培训项目需拓展，培训能力待提高 

宁夏高职院校提供培训服务的方式主要有校企联合招生培训、

行业主管部门专项培训、与培训机构合作开展职业资格鉴定。这些

合作方式促进了高职院校非学历培训，但高职院校能够提供培训项

目还需拓展。 

院校非学历培训差异大，一是培训量差异大，例如 2020 年宁

夏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培训为 42698 人日[4]，而有两所院校非学历

培训培训量为零。二是非学历培训到款额差异大，2020 年全区高职

院校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5770.63 万元，宁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非学

历培训到款额为 4633.49 万元[5]，贡献率为 80.29%。可以看出各院

校都很重视培训工作，通过非学历培训树立学院形象，提升社会认

可度，但从院校的培训量差异及培训到款额可以反映出，院校非学

历培训能力有待提高。 

（四）社区服务内容单一，主动参与意识不足 

通过社区居民的实地调研，居民对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需

求较强。而案例中反映出院校社区服务主要集中于法规进社区，照

顾孤寡老人、社区文化活动等方面，院校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社区

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在调查中发现，院校多数教师认为开展社区服

务有利于促进教师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但仅有少数教师会主动联

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 

四、宁夏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一）调整专业设置，重视学风建设，提升培养质量 

宁夏高职院校需要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分析产业结构

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结合院校办学资源优势，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院校应积极主动地开展企业调研，掌握

“九大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调整专业设置，确定专业培

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 

良好学风是院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证，高职院校应高度

重视学风建设，教育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寻找合适的学习方法，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等以加强学校学风建设。教学过程监控是学校培养

合格人才的基本，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高职院校应该加

强学校教学过程的监控。 

（二）增强教师科研意识，组建科研创新团队，搭建校企合作

平台 

中青年教师要增强内在发展动力，争取社会实践机会，寻求技

术服务的良好契合点。科研管理部门定期举行科研讲座，开展科研

成果评比，建立科研奖励制度，强化教师科研意识。积极组建科研

创新团队，发挥“专业大师”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定期选派科研骨

干进修，提升团队整体科研能力。 

校企双方应加强信用学习，建立信用档案，健全信用制度，建

立诚信机制[6]。在诚信机制基础上建立高职院校教师校企合作保障

机制，促进校企更加紧密地结合，为高职院校教师参与校企合作创

造良好环境。高职院校鼓励教师开展技术研发，参与企业技术攻关

项目，加强与企业的人才互动, 带动彼此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交

流,达到优势互补,形成技术互补合力。充分利用高职院校产教联盟、

职教集团，搭建校企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成果

转化，完成技术迁移，实现企业技术进步与高职院校教师社会服务

能力提升的双向共赢。 

（三）开发模块培训菜单，打造品牌培训项目，建立公益培训

机制 

结合产业转型、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政策背景，依据院校自

身的专业特色和平台优势,寻求政校企行的供需对接点，开发标准

化、模块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培训菜单，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和职业资格认证培训, 创新开展下岗失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退

役军人培训服务[7]。在信息化时代，进行培训形式创新，积极开发

在线共享精品课程或利用腾讯会议、学习通进行在线培训[8]，既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也增加院校非学历培训

到款额。 

高职院校应以公益培训为荣，端正公益培训的态度，建立完善

的公益培训管理规章制度，成立公益培训工作督查小组，对培训内

容、受培训者的出席率、培训质量进行监督考核，提高公益培训质

量。 

（四）拓展社区服务，优选服务形式，提高服务动力 

高职院校应拓展社区服务内容，优选服务形式，以提高服务水

平。途径有：一是根据自身优势资源为社区提供科教服务，为社区

居民提供技能培训、非学历继续教育。二是为社区居民开放图书馆

提供学习资源等。三是组织师生为社区提供文艺表演，提高居民的

文化娱乐，组织社区体育活动，提高居民身体素质[9]。四是教师和

学生组成法规宣传小组，向居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居民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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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提升英语学习效果，作为相关英语工作者，要在教学

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改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打好英语学习的基础。

初中英语课本在设计、编排的时候，经过了多数教育专家的集思广

益，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一般都是以某一个核心主题或者是相同题

材进行划分的，这样学生、教师可以通过阶段性的、整体性学习中

掌握某一种英语技巧，某种思想情感得到深化与升华。在初中英语

读写结合教学中，教师则可以以初中英语教材设置为依据来进行设

置，教师可以对某一阶段、某几个课时教学中设计同一个核心主题，

然后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训练，这样学生可以将阅读教学中所掌握的

阅读技巧，积累的阅读素材以及个人感悟在写作中体现出来。将阅

读练习作为基础，学生能够对生活体验、个人情感进行更加清晰的

梳理和更加准确地表达，这也对学生的后续阅读活动有较大的帮

助。教师在设置、选择读写结合单元主题的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与学生教材内容，让学生在自己的知识能力范围内通

过练习来拔高知识水平与能力，促进其阅读能力的提升。在读写结

合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发现学生在阅读方面的天赋，引导学生

进一步开发与培养。例如：教者在进行《We a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这节课的讲述时，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多媒体视频展示人类的

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当今地球承载着多方面的压力，引导学生

加强对本课主题的了解，学生在了解了课文主题后，再带领他们对

文章进行仔细阅读，了解我们当今地球所面临的困境，既提升了学

生对课文中心内容的理解，运用具体的阅读教学内容丰富了学生的

社会思考，综合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 

（四）立足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英语毕竟是一门语言，英语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贴近生活

进行实际交流，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

生活实际让学生对阅读内容展开多方面的延展性思考。中学生都可

以在学校学习和积累了许久后走出校园，在社会实践中真听、真感

知。例如：九年级英语教学《Sad movie make me cry》，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导入一段悲伤的电影，再为学生进行课堂讲解，让学生通

过课堂学习对悲伤电影有所了解，明白悲伤电影的界定。随后，教

师可为学生布置英语日记，让他们用英文写下自身看过最感动的电

影，增强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增加词汇的积累与句子的锻炼，

既能提升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又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五）评价要做到集体与个人并重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做到集体与个人评价并重，对学生的学习

表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学生进行学习时，教师要通过具体的

引导带领学生进行学习，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

指出，还要重视每个成员的个人表现。教师要对整体表现优异的小

组进行鼓励，促进学生向心力的凝聚。另外，针对小组中的个人表

现，教师要给予有突出表现的学生鼓励，促进学生思维的提升；对

于小组中性格内向不擅长表达的学生，教师要鼓励他们多进行表

达。小组合作既是同学们进行合作交流的重要学习方式，也是学生

们进行良性竞争的学习方法，良好的小组合作能推动学生进行综合

成长。教师在引导学生完成小组合作后，要及时对学生进行评价，

帮助学生发现小组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去取得进一步的提

高。 

结语：总而言之，核心素养教学与各学科进行融合，促使初中

英语教学被逐渐重视了起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融入

多方面的教学方式，发现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立足于基

本的教材内容，积极提出整改策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英语学习阅

读，促进学生的英语综合学习素养得到有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曹智,初中英语阅读课教学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相关

分析 1.当代家庭教育，2021(13):179-180. 

[2]王铁华.初中英语阅读课教学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J7.中

学生英语,2021:65. 

[3]陈爱英.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J1.甘

肃教育,2019(23). 

[4]黄秀虾.初中英语阅读课教学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如何

有效结合[J1.校园英语,20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