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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创新实践 
◆吴思遐 

（成都市技师学院  611743）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在我们国家的

大力推动下，逐渐形成了四川省的“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等典型的

经验。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一免费的教育为核心内涵，

主要的特征是公益性。在政府的统筹保险下，积极探索模式的创新，形

成了完善的工作机制和投入保障的体系。从而通过这种模式，推动了藏

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在当地培养了创新的人才，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帮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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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民族教育一直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教育模式也
随着时间不断的创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也在不断的适应当
地环境，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
教育模式的教学，让民族地区的教育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这种
模式完全是根据当地的教育环境来创立的，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
模式升级创新的典型，为的是更好的让当地的学生学到知识。 

一、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的含义 
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是藏区的三大民生工

程之一。主要是指政府每年组织藏区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入大学的
高中毕业生到内地免费接受为期三年的中等职业教育的活动。此
计划是深化《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落实藏
区职教攻坚部署的重要创新实践，是扩大藏区就业、改善民生的
重大工程之一。同时通过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
能够加快藏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就业和民生，实现长治久安与安
民安康。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背景 
藏区民族的特殊性决定了“9+3”免费职业教育的实施模式。

四川省作为我国藏族的重要聚居地，共有 32 个藏族区县。由于
地处我国西部，四川的藏族地区在经济基础、教育基础等方面远
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治理和经济发展与
教育又息息相关。为了推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以 2009 年和 2014 年为起点，四川分别在藏区、彝区推动了“9+3”
免费职业教育的实施，并在 2016 年对包括秦巴山区和乌蒙山区
在内的全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9+3”部分资助政策。十年
来，数万“9+3”学生成为技能人才，走上工作岗位，为贫困地
区的民族学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全川共有 18 个市（除三州）、90 多所
中职学校、15 高职院校承担民族地区“9+3”免费职业教育任务，
这一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尤其
是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职业教育研究偏少，且关于职业教育对民
族地区脱贫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扶贫攻坚，贵在精准，发
展职业教育是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当前进行民族地区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模式创新实践 
四川省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借鉴了内地西藏班办

学的经验，针对藏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教育基础的薄弱，教学经
费的不足等问题，在教育模式上不断的创新和探索。 

3.1 以学生管理为基础，优化藏区学生学习环境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关系到学生在“9+3”免费职业教

育期间的具体学习效果。从教师的角度来看，由于少数民族学生
在自身文化背景、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着一定的差异，所以，教
师需要针对学生进行完善的应急预案拟定，同时针对藏区学生进
行一系列的心理辅导工作，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最后在
进行环境构建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坚持各民族和谐共处、多文化
和谐共存、共融的原则，以此来促进藏区学生与汉族学生彼此接
受彼此融合的作用。另外，内地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部分歧视
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应当通过开展民族交流活动、汉藏学生文化
座谈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从而以较为温和与间接的方式，来

纠正内地学生的错误观念。 
3.2 以就业指导为方向，推动藏区学生良好就业 
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

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实现就业，促进藏区经济发展，所以就业是
该教育模式持续实施的重要前提。在进行就业指导的过程中，教
师必须了解到藏区学生的就业需求与职业兴趣。藏区学生由于其
民族属性，因而在过往的就业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当前的教
育模式下，教师应当积极引导藏区学生在本专业的范围内，培养
起相应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态度。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以多平
台、多渠道的实践方案，来为创造更加丰富的实践环境，增强学
生的技能，提升就业能力。 

其次，学校应当具备一定的前瞻性思维，通过对当前的市场
环境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的方法，结合藏区具体的需求，调整相
关的专业设置，以及增开相关专业的课程，从而在市场需求与对
藏区的对口支援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3.3 以创新培养模式为方法，确保学业有成 
藏区“9+3”人才培养模式在进行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方面

是为了向藏区输送符合藏区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在进
行现代变化人才培养和推动民族融合的具体实践。既需要以业务
技能为培养重点，也需要将德育教育、价值观输送作为核心。在
进行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学校可以通过展开校企合作、双导师制
等方法来进行具体的展开，从而让藏区学生的职业技能，能够在
学习和实践之中形成真正的提升；同时在德育教育的方面，应当
针对藏区学生由于其民族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习惯、
思想观念等进行一一的纠正。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应当进行一定
程度的调查研究，并分析藏区学生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形成的原
因，以及发展规律，并在学校的培养中，以现代的思想进行渗透，
从而帮助学生摆脱落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恰当的行为等。 

3.4 以创业为焦点，引导藏区学生自我成就 
“藏区 9+3”免费职业教育的核心点是促进藏区的经济发

展，在这个过程中，藏区就需要形成一批具有藏族民族文化背景
的新兴企业。藏区学生进行创业，所面临的问题有阅历浅和民族
特征的问题。在进行实际的藏区学生创业引导和宣讲过程中，应
当针对这两个问题，将当前学生可能进行创业的行业进行深度的
解读，并以专门的课程来协助学生进行行业分析。同时在创业过
程中，学生信心的树立是创业的关键，因此，学校可以通过相关
的创业模拟，帮助藏区学生了解当前创业的具体程序，同时在这
个过程中对学生的技能和认识进行磨砺，培养起创业精神。同时
针对学生的民族属性，学校应当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民族，并
引导学生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业活动，实现对现有资源的深度
整合，达到创业目的。 

结语   
当前，全国贫困人口有 90%集中在民族地区。如何将“9+3”

免费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对接，实现 2020 年中国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的目标，是职业教育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四川省的“9+3”
职业教育创新模式如何才能更好的服务更多的民族地区学生，是
职校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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