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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大力度探索高

等教育模式的创新，在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特别是推动职业教育型高校高质量发展，为市场

经济输送高质量人才。大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能够加速企业改造升级转型，实现大数据信息时代

产业项目带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通过剖析大学生职业技能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分析，针对

技能型人才育人模式、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平台、数据共享创建、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适合技能

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型、复合型高质量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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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build a strong education country,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basic education, increase efforts to explore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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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deliver high-quality talents to the market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skill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an accelerate the tran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driving market economy de-
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projec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and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vocational skills for college students, 
we aim to explore new models suitable for cultivating skilled talents in areas such as the educa-
tion mode of skilled talents,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practical training platform, data 
sharing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innovative and compo-
site high-quality skilled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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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现实性力量，更是独特的未来性力量。大学生如何发展，不仅具有

实践意义，直接决定着大学生个体的人生历程，而且具有社会意义，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大学生发展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因为大学生如何发展关系着国家发展的活

力源泉，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

化新型技能型高质量人才的重要职责。当前教育发展重点优化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定位，深入推进教

学方式、人才培养结构、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创新，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培养高素质职

业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 

2. 职业院校相关概述 

职业教育作为和企业生产、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贸易联合等方面具有强大连续的教育类型，在教

育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促进产业与科技的高度融合，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

以推进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可见探索发展职业教育是当今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方向。职业教育探索通

过优化产教科研资源资源配置模式，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跨学科教育体系、

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实现大学生职业技能创培养与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模式，实现大学生人才高

质量发展。职业院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产学研融

合办学等方面，主要观点有谢莉花、余小娟(2022)指出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建立教育与培训一

体化模式，将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融入到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中，协调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进

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建设[1]。王妍、马思宁等(2022)通过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比较研究中发现，全球国

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教育国际化的深度合作下，职业教育在各国教育中越发被重视，实验数据表明，

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同时也提高了国家在国际中的竞争力[2]。邹寄燕(2022)在将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融合，借鉴德国等相关经验，探索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从相互交流到融合转化的

新型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规划指导，结合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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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技能型人才概述 

国外职业院校对人才培养的关注点在于职业技能和企业实践的学习，并通过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予

以保障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顺利进行，从职业教育发展来看，适应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

形成完善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院校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吴康妮(2022)通过研究德国双元制

职业教育模式，提到职业高校的发展应从传统的学徒式教育向职业技能转变，打破原有的培养模式，重

新建立以职业技能为导向的广泛职业行为，侧重对职业技能人才的实践教育[4]。我国在《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职业教育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职业技

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构建技能型人才教育体系，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发展路线，在弘扬大国工匠精神的

同时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实力[5]。麻灵、袁苗达(2023)通过对高等职业教实践性课程评价的比较研究，

发现针对职业院校实践性课程的评价研究较少，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对教学理念的评价、教学对象的评价、

教学主体的评价和评价标准的制定等内容进行拓展研究，建立从教育到职业规划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

结合国外相关研究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国内职业高校教育实践课程评价体系的发展路线[6]。徐丽莉、黄

晓萍(2023)将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结合进行研究，通过相互融通来研究探索创新职业教育，重点提

到加强中学生职业教育的引导，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内在潜力，从而正确选择职业方

向，为高等教育阶段创造有力条件[7]。 

4. 大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问题 

4.1. 职业本科院校建设中的问题 

一是教育理念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未能做到及时更新，没有完全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企业

实践相结合，未能建立完善的产教融合体系，未能结合市场经济发展对于数字智能化人才的需求和职业

发展趋势。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未能跟上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职业技

能型人才培养还停留在学徒模式，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对于职业技能高精尖人才的需求略

显突出。二是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比较匮乏，从教学设施、试验设备、师资建设、制度保障

等方面较为薄弱，职业院校针对产学研的投入较少，科研体系不够完善，产学研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对

于产学研中心的建设停留在外部层面，没有真正发挥产学研的巨大作用。三是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不够深

入，目前大多是职业院校采用传统的实践基地模式，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企业合作、技术技能实践教学

平台等资源未能有效融会贯通，严重影响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创新模式未能与企

业实践有效结合，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有待完善。四是职业院校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完善，在创

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设中未能有效结合企业、政府现有资源，缺乏联动育人模式。 

4.2. 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困境 

一是职业本科院校对人才培养并未有效突出自身的特征，未能与普通高校应用型人才的有效区分，

针对职业本科试点院校的创新发展研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如何长远发展职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是目前

研究的重要内容。二是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未能进行实时更新，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人

才，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未能基于企业升级转型及革新及时调整，呈现科教

融汇背景下高质量的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的现象。三是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逻辑递进关系不

强，教程教学与实践应用衔接不上，教学内容单一，跨学科体系建设不完善，在实践应用中缺乏多领域

专业知识作为支撑，未能构建以专业课程为主、基础学科为辅、多学科交叉学习构建整体性知识框架的

教学模式。四是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教学手段未能将于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有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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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缺乏可操作的实训平台系统，学生对于线上学习过于形式化，没有较好的考核评价机制，线上教学

未能到达预期效果。五是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缺乏终身教育体能力建设，职业院校对于学生的职业技能培

养停留在在校学习阶段，忽视了技能实施与应用是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终身教育理念，学生对于职业技

能的学习仅仅限制于课题教学目标，未能充分调到学生科技创新思想，缺乏对产学研究的兴趣，职业技

能素质教育领域严重缺失。 

5. 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研究 

5.1. 职业技能型人才创新能力框架建设研究 

国务院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

远程教学。加快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

教师评聘考核的重要依据[8]。”可见，面对数字化经济发展趋势，职业教育应紧跟时代经济发展进行改

革创新，在推动职业教育理论创新的同时，要针对职业技能人才深入应用新技能，推动技能型人才的数

字化转型。根据技能型人才创新能力框架建设为引导，推动职业技术人才适应技术工作数学化转型的迫

切需要。职业技能型人才应用的领域在与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等方面，为企业改革创新及产品转型

提供新型人才力量。技能型人才框架具体包括技术创新思维能力、科技理论与实践融合能力、企业产品

服务革新能力、自身理论积累能力，其核心能力是职业技术与数字智能有效融合，现实企业经济结构转

型产品换代提升，围绕企业产品换代升级，实现职业技能人才的深度发展，组建数字智能化企业服务管

理公共平台，稳步提升企业经济发展。 

5.2. 基于数实融合体系探索全方位育人模式 

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协调育人的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管理体制。以学校为中心，企业、政府为辅助，

形成三方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共同建设职业院校理事会管理机制，以校企合作为着手点，梳理校企合作

模式，构建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多渠道发展，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多元化协

同育人培养模式，能够有效利用学校、企业、政府的多方资源，梳理用人单位、社会人才需求、资源配

置和市场发展的关系，逐步向未来产业经济发展转型。职业院校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管理等

模式，根据市场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满足产业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职

业院校应对未来经济走势及人才培养发展方面进行有效预测，掌握人才需求方向的主动权，保障为社会

输入高质量技能型人才，为市场经济创新发展、企业产品换代升级、社会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保驾护航。 

5.3. 产业创新时代技能型人才课程体系建设 

数字智能高度融合下，以产业数字智能技术为指导，结合人工智能数据技术，依托职业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对技术技能型专业进行结构升级。通过课程体系升级搭建技术技能型腾出培养课程体系构建，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现代通讯技术、数字化技术等课程搭建下，进一步将多学科课程

体系进行交叉融合，以市场经济业务发展为主线，专业技术课程为引导，改变以往课程体系教学的传统

模式，构建产业创新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是市场经济体制技术

革命的应用，在人才结构重塑的基础上，形成跨学科多元化知识互相融合的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适

应企业经济发展对于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跨学科多元化课程体系聚焦于经济数字化转型中多领域的技

术应用，如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共享、数字智能技术、信息处理等，结合现代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

企业现实中面临的问题，通过职业本科院校相关技术资源的再次开发利用，实现跨学科多样化的教学体

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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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人才培养体系实训平台及数据共享创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以职业院校为依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创新课程伟理论

指导，打造高水平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形成以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实践共享平台，应面向先进制

造业、新型产业等技能型人才急需领域，将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面的资源有效整合，在现有的数据

资源的基础上完善人才培养实训平台的框架建设[9]。当前，运用职业本科院校产学研融合优势，以职业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数字智能技术实践需求为基础，建立数字智能化职业技术技能创新实现平台。明确

实训平台的功能，即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数字智能化转型，企业联合创新产品发开升级，为产业数字

化创新提供合理方案。实训平台要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核心，打造数字智能人才培养的新思路，进

一步探索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践路线。 

5.5. 职业本科院校技能型人才创新体系建设 

技能型人才创新体系建设包括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质量提升建设、双师型师资力量建设、产学研保

障机制建设和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课程体系建设，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多学科跨

专业的课程，从单一的专业技术培养向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培养转变，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质量

提升建设，从重视理论学习向职业技术技能实践培养过渡，利用产教融合资源，提升技能培养质量，改

变传统学徒是教学模式，利用数字智能化手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双师型师资力量建设，为了更好适

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院校应结合产业结构提升双师型队伍建设，组织建立专业技术教师团队。产学

研保障机制建设，职业本科院校应加大产学研投入比例，跟上产业创新的步伐，在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

有效结合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职业本科院校发展模式。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为了高效完成技能型人才培

养任务，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在原有考核基础上，增加学校、企业、政府及第三方参与的考核权

重的评价方法，建立多方面综合评价体系。 

6. 结语 

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尚在逐步探索阶段。以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框架为起

点，通过全方位育人模式、多元化跨学科体系建设、实训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研究

职业技能型人才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从国家事业的战略高度看，促进大学生职业技能发展、培

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大学生作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要促进大学生更好成长、更快发展，需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予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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