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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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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打造高质量教师团队塑造优质学风、推动教学体系改革、打造“岗课赛证”融通体系、校企合作促进发展四

个方面来探索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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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building a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shaping a high-quality style of stud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system， building a 

“post-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system，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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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时代对于现代职业教育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

职业教育院校必须重视自身教育能力的发展，想尽方法致力
于提升办学能力，在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面前敢创新、
敢探索，并建立问题稽查机制，对现存办学问题进行稽查，
以此来实现与日俱进发展。总之，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教学模式、教学考核等方面都进行改革，摒弃传统老化、制
式化的教学机制，引导学生深度融入到教学体系之中，培养
出新时代背景下所需的人才，这样才能促进学生早日实现个
人价值，也让学校能够长远发展。

二、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塑造优质学风
高质量办学能力需要有高素质教师团队来支撑，这是必

然的，因此，想要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关
注教师团队建设。目前教师团队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两点，一
点是校园学风不足，主要源头还在于教师教学作风有待进
步，试想一下，如果教师得过且过，思想上对教学质量不重
视，那么学生也就会慢慢变得散漫，一点是教师教学方式老
化、制式化，虽然也在不断探索新教学理念、新教学方法的
应用，但发展步伐较为缓慢，新教法对教师来说也是一种重
大调整。而职业院校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重点在于“引、育、
管”三点。

所谓“引”，就是在学子中、在社会中挖掘先进教育人
才，补充教师团队，致力于形成一支能力出众、干劲十足的
高素质教师团队，以此来推动职业院校教育体系发展。

所谓“育”，即指的是教师培养，推动教师专业素养发
展，是每一个学校重视并应该做的事情，在“国培计划”体
系下，以教师发展学院为主要形式，以职业院校校本培训制
度为补充，或将教师送入教师发展学院培养，或让教师参加
校本培养，都是可行的。而教师培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是培
训计划不好安排，教师毕竟有自己的教育工作要做，在时间、
地点安排上或许会与培训计划相冲突，另外也在于培训不够
严格、不够精细，导致培训没有成效，也让教师失去学习动

力、轻视培训，培训慢慢就成了一件“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事情，应付了事只为了一张培训证书
而已。针对这些问题，针对性的改革创新，采取骨干教师脱
产研修、集中培训和针对性培训、线下实地培训和线上远程
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科学制定培训实践、地点、事宜安排，
调节矛盾，另外，培训内容要精细、要深入，培训管理要严
格，采用分类、分层、分岗、分科的方式，组织教师培训，
严格管理培训考核事宜，让教师培训更有成效、更有意义。
另外，近年来兴起“学习共同体”的概念，这也是教师培训
学习的一种模式，不管是组织教研活动，还是组织教师伴活
动，教师之间共同探讨、集体备课、教学研究，以解决教学
难题或者分享各自教学特点，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所谓“管”，即指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监督管理，促进教
师各方面作风建设，以教师牵头带领学生，让职业院校整体
形成一股尚学、深研的风气。监督管理一方面是师德考核，
职业院校构建师德考核部门，对教师的教育工作情况进行实
时检查，同时也积极聆听学生、家长、教师自己的评价与反
馈，设立举报举荐通道，纠察其中不良情况。一方面是教学
质量监管，确定下教学改革发展目标，落实阶段还需教师努
力，要求教师出具体方案，出计划书，有的放矢的落实教学
改革事宜，并检查教学质量，建立教学质量考核、诊断与改
进机制［1］。

三、推动教学体系改革
推动教学体系改革，看起来门道有千百条，其实从本质

上分析，只是在解决“教学什么”以及“怎样教学”的问题
而已。

围绕“教学什么”的问题，职业教育就是在培养一个个
实践性职业人，因此，必须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向社会所
需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靠拢，必须将职业院校的教学内容
向社会对应职业岗位靠拢，在明确了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
课程模式优化安排，对选修课和必修课等进行适当调整，课
时也需优化。目前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一些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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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学内容存在着老化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很多行业
也有了一定改变，职业教育的内容也就必须与时俱进发展，
不然学生在学校内辛苦学习，等到毕业后发现自己所学的技
能在社会岗位上用不到，那么自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是一些
职业院校教学内容的设置偏离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
再讲一些理论，讲学术研究，我们说适当地扩展是可行的，
能够提升学生的视野，增长他们的智慧，但是如果将理论与
实践本末倒置，则是非常错误的［2］。

围绕“怎么教学”的问题，一方面要致力于优化教学手
段，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发展，很多先进的、优秀的教学手
段被开发了出来，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比
如说先进的项目教学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层次化教学
等［3］，而反面例子就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灌输式教育、缺乏互
动的教学课堂。因此，致力于教学改革，就需要推动教学手
段创新，对枯燥、老化的教学手段进行优化，积极探索优秀
的、先进的教学手段，例如食品饮料制造专业、啤酒酿造专
业等，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个主题任务，如设计一款精酿啤酒，
然后让学生思考如何去完成和专业项目，制定好计划，然后
相对独立的去完成，如任务较难也可小组合作展开，完成任
务后由学生编制项目总结书，反思项目进程等，这一过程会
让学生实操能力提升，并且解决任务或难题的创造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则在于凸显实践教学，探索理实一体化教学，让
学生在实际锻炼中提升实操水平，而不是仅仅进行理论知识
学习，要知道职业院校本就是致力于培养应用型、实践型人
才的地方，如果缺少实践学习，无疑是南辕北辙的一件事，
很多时候学生理论学习得再多，实践应用时也总会犯下各种
各样的问题。

四、构建“岗课赛证”融通框架
“岗”、“课”、“赛”、“证”是职业院校教育的重大因素，

也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方向标，将这四个因素巧妙融合在一
起，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岗”和“课”来说，就是为岗位需求而实现课程
内容改革，推动课程教学手段创新，这在上文已经说明，这
里不再赘述。对于“赛”而言，则指的是组织专业技能比赛，
学校可以自己组织校本技能比赛，校际之间也可组织交流技
能比赛，也可以去参加国家组织的职业技能比赛，比如机械
设计大赛、模具设计大赛、烘焙大赛，新饮料特调大赛，精
酿啤酒设计大赛，出师酒大比拼等，学校和教师鼓励学生参
加到比赛中，为比赛做好准备，熟悉并精进各项技能，在比
赛中获取一个好的名词，这一过程也就是学生对专业知识二
次精加工的过程。对于“证”来说，即指的是鼓励学生在职
业教育期间去考取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推行“1+X”毕业
制度，1 就是毕业证，而 X 就是多方面职业资格证书，如计
算机二级、钳工证、电工证、啤酒酿造工，食品检验工等，
有了职业资格证书，学生毕业后从业会更加便利、更有竞
争力。

另外要说的是，要推动“岗课赛证”融通机制，将四个
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强化四个元素的力度，这
一点也会很多职业院校容易犯下的错误。比如说将职业技能
比赛和课程教学内容紧密融通在一起，在职业技能比赛开始
之间，教师可以将职业技能比赛项目引入到课堂上，作为课
堂教学的重点，传授学生职业技能比赛技能，或者在职业技
能比赛之后，不管学生是否取得一个好名次，都可以将职业
技能比赛再课堂上在讲一遍，将职业技能比赛的项目技术要
求详细讲授，让学生反思自己未能获取好名次是什么原因、
在比赛中哪里没有做好，以此来进行二次精加工学习［4］。

五、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新模式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的新的突破

方向，“现代学徒制”也是此类应用。其具体指的是学校一方
和企业一方展开合作，学生既会在校内进行学习，也会在企
业中进行顶岗实习，毕业后可继续留任企业或重新寻找工作。

校企合作办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对于学生来说，他们
获得了实训的机会，不管是在校内实训基地，还是进入企业
顶岗实习，都能很好地提升他们的专业实践能力，步入社会
后就业竞争力更强，或者毕业后继续在企业工作，从实习转
为正式工作，在校内实训基地订单式学习或者顶岗实习中，
他们也能因为工作而获得一定报酬，对于学习资金短缺的贫
困学生来说意义更大，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
精神，让他们从学生的身份转化为职业的身份，促进心态成
熟。对于企业来说，以学徒制招生招工一体化形式，能较早
吸纳 " 准员工 "，学生（学徒）职业方向清晰，专业技能学
习目标明确，凭借校企共育平台优势，学生顶岗、就业实现

“零真空”。对于企业来说，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促使企业
良性发展，同时和学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些生产难
题可以求助学校，双方整合资源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
成果转化、项目孵化等研究项目。对于学校来说，取得企业
的帮助，以前难实现的实训基地实现了，难实习的现象也解
决了，学生也得到了成长，办学能力自然也就随之提升，形
成高质量办学模式，促进其长远稳定发展。

其中问题在于三点，一是校企双方不够重视，没有找到
利益的结合点，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没有同频同振，这
一点需要以国家政策为志向发挥牵头作用，促进校方和企业
合作发展，双方在校内建立实践基地，或将学生送入企业顶
岗实习。一是校企双方合作以及信息交互不紧密，合作仅
限于将学生送入企业顶岗实习，其实除此之外，还能开展技
术攻关、项目孵化、送教入企、职工入教等活动，尤其是学
生进入企业顶岗实习时，学校教师必须做好追踪了解。三是
相较于学校，企业似乎没能拿出合适的育人机制，只是将学
生当廉价劳动力来看，这也不行，企业必须构建完善育人机
制，将学生企业顶岗实习的制度明确下来，比如岗位的确定，
比如工作时长，比如工作环境，比如薪资待遇，比如轮岗制
度等。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一要加强教师专业发展，二要探索教学改革

之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考核等方面
都进行改革，三要构建岗课赛证融通体系，四要落实校企合
作育人机制，多措并举，来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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