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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is currently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It is a major change trend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any scho-
lars try to cultivate all-round people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hanges. In order to enabl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o imple-
ment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qual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qualiti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as proposed, and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 set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ere taken as the focal point,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environment of “three educa-
tions”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 situational education. The core qualiti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cultivated by combining the “three teaching”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 envi-
ronment in situational education. This will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single-skilled talents to knowledge-based, skill-base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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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目前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它是世界各国教育研究的重大变革趋势。许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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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试图通过其教学实践的探索，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变化。为了让中职学校落

实核心素养的培育，提出了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建构，并以课程目标设定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作为着力点，

结合“三教”和中职的特色环境在情境教育中培育中职学生的核心素养。从而促进中职学生从单一的技

能型人才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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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进一步规范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创新育人体制机制，

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学生终身发展的素养以及适应社会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是核心素养拟在培养的

目标方向。职业教育在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导向时，加强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促进技能型人才

全方位转型，便首当其冲的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奠基石。那么中职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在中职

院校校本课程开发的侧重点，如何借助于情境教学来培育中职学生的核心素养便成为此次探究中的聚焦

点。 

2. 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建构 

2.1. 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一词的提出源于 1979 年英国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英国继续学院对职教的关键技术要

求做出了规定，认为为了人们的终身发展，素养的掌握应该伴随着各个领域的不断发展和突破及时更新

[1]。紧接着学者们围绕“素养”一词对“核心素养”做出了相关概念界定，其中 1997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启动的“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即 DeSeCo 项目)，比较具有代表性，该项目确定了关于核心素养

的三维度九项素[2]。自此，许多国家也纷纷投入到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和建构中。于 2002 年美劳工部联

合若干企业一起拟定了《21 世纪技能框架》[3]。社会的不断变革和进步，对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

者们对此框架图进行不断的修订，并于 2007 年，各项素养及其关系更加全面、清晰的呈现出来。以标准

与评价、课程与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和学习环境来构建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技能、学习与创新技能和信息、

媒体与技术技能。在 21 世纪初期，欧盟将以往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提出用“核心素养”进行替换[4]。
并于 2006 年~2010 年间通过了核心素养建议案，在这此案中，核心素养被定义为：在知识社会中每个人

发展自我、融入社会及胜任工作所需要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5]。相对而言，我国核心素养

的提出起步较晚，在 2014 年 3 月 30 日，教育部才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一直到 2016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意见稿)》公布，意见稿中列出了 6
大综合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实践创新、责任担当，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划

分，细化出了 18 个基本要点[6]。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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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defini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表 1. 笔者整理世界不同国家核心素养的界定 

代表国家  
(组织) 简称 一级素养 二级素养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瑞士 

DeSeCo 
项目 

1) 交互使用工具的能力 
① 交互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的能力； 
② 交互使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③ 交互使用技术的能力。 

2) 在异质群体中有效互动的能力 
① 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 
② 合作能力； 
③ 管理并化解冲突的能力。 

  3) 自主行动能力 
① 适应宏大情境的行动能力； 
② 形成并执行人生规划和个人项目的能力； 
③ 维护权利、兴趣、范围和需要的能力。 

欧盟 欧盟核心素

养框架 

1) 母语交际； 
2) 外语交际； 
3) 数学素养和基础科技素养； 
4) 数字素养； 
5) 学会学习； 
6) 社会与公民素养； 
7) 首创精神和创业意识； 
8) 文化意识和表达。 

 

美国 21 世纪 
技能框架 

标准与评价、课程与教学、教师专业发展

和学习环境构建生活与职业技能、学习与

创新技能和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 
 

中国 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 
1) 人文底蕴；2) 科学精神；3) 学会学习；

4) 健康生活；5) 责任担当；6) 实践创新。 

① 人文积淀；② 人文情怀；③ 审美情趣；④ 理
性思维；⑤ 批判质疑；⑥ 勇于探究；⑦ 乐学善

学；⑧ 勤于反思；⑨ 信息意识；⑩ 珍爱生命；

⑪ 健全人格；⑫ 自我管理；⑬ 劳动意识；⑭ 问
题解决；⑮ 技术运用；⑯ 社会责任；⑰ 国家

认同；⑱ 国际理解。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依据自身国情对核心素养的提出内容细化虽不尽相同，但是其内涵体现了各自

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应该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

出发，体现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基本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简单的读、写、算已

无法适应其对人才的要求，核心素养的提出将原有的育人观念革故鼎新，是对陈旧观念的一种超越。在

此，笔者认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应该顺应时代，符合社会的变革，使个体能够具备生存的关键能力和

良好品格，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上建立起浓厚的兴趣，推动学生全方位的发展。目前，

在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的大环境下，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 

2.2. 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框架 

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职业人”，教育只是为其培养“职业人”的

一种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协调、搭建的作用，而学生必须树立起对于职业的敬仰之精神[7]。
“职业教育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1) 谋个性之发展；2) 为个人谋生之准备；3) 为个人服务社会

之准备；4) 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8]。”虽然社会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中职学校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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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的仍未发生改变，只是对于中职院校应培养的适应社会性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谈到教育工作时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部分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中职院校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必须根据中等职业教

育的教育目的培养“职业人”。作为一个职业者需要在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的基础上具备实践创新和责

任担当的基本能力(图 1)。 
1) 实践创新。实践创新永无止境，实践才能出真知。创新不应该只是一个宽泛的口号，应该将其落

到实处。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多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去提高中职学生的劳动意识，在阶段性的

过程中找到关键症结，并尽可能的去消化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理论知识运用起来，逐步形成

自己独特的见解，既能向陈旧的观念宣战，也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打破原有的框架。问题意识

是创新的基础，随着这一过程的长期积淀和自我思考问题意识的增加，中职学生在面对自己的工作岗位

时，才能更加充分的去思考、去探索，并从多个角度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让自己的职业技术得到提

高，解决自己的生存之根本问题，进而为服务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 
2) 责任担当。有学者曾说道“人生只有知道负责人的艰苦，才能享受尽责任的快乐。”中职院校要

培育学生在劳动和工艺上的崇高精神，就必须让他们先担当起社会责任，成为国家的建设者。中职学生

是按照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培育，那么就应该将自己的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做到兢兢业业，才能为国家和世界增进生产力，而不是一味的将理论知识停留在表层，这才是中职学

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才能得到国家的真正认可。在全球化的时代，物质相通，技术相通，中职学生

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去积极主动的接收外来先进的文化技术，在我们原有的技术上做到精益求精，以实际

行动奏响时代的主旋律，培育新时代的“职业人”。 

3. 中职学生核心素养在校本课程中的落实 

要真正落实对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就需要在教学环境中有所作为，而校本课程的开发即是一

个着力点。校本课程是英国的两位学者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 1973 年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从 1970
年起，随着各个国家课程体系改革的兴起，校本课程得关注度逐渐上升。林崇德(2016)提出各个国家的教

育改革应该从课程改革的体系入手去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9]。在课程体系的改革上，辛涛等人(2014)  
 

 
Figure 1. Content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ore li-
teracy 
图 1. 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内容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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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基于核心素养的现代课程体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学目标具体到怎样去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另一方面对核心学科得知识和技能内容做出了规定标准；第三是相对应的教学意见和建

议；最后一方面是能够在一段时间的培养后看到学生达到既定的预期目标[10]。 
笔者认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为了实现学生的价值追求，而中职学生的价值目标体现在要成为一个“职

业人”。因此要培养中职学生的核心素养，首先要从校本课程开发中课程目标的设定入手，将中职学生

应具备的核心素养融会贯通到课程目标的设置中，并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运用起来，达到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的目的。然后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参与，在这些过程中由于主体不同，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不

同，那么学生所能达到的高度必然不同，这就需要教师多引导、多顾虑，来实现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 

3.1.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设定 

泰勒(R. W. Tyler)在 1949 年出版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被公认为是现代课程理论的奠基石，

这项历时八年、设计广泛的研究成果，不仅对美国大学和中学课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提出了影响我国

课程发展的重要理论，即课程编制过程的四个步骤——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其

中确定目标最为关键，因为其他步骤是围绕目标展开的，又被称为“目标模式”。白月桥(2004)认为，科

学的课程目标构建应该从“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考虑[11]。有学者认为，

课程的设置要定位在人的科学发展上，要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核心素养”作为描述新的教育目标与

课程目标的概念工具[12]，是课程改革的 DNA，没有核心素养，课程教学改革就缺了灵魂[13]。 
笔者认为在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设定中需要明确确定中职学校的培养目标，应该基于两个角度

进行考虑：第一，中职学校学生的需求和侧重点在哪儿。中职学生主要是为了培养技能型人才，随着社

会的不断进步，要求中职学生不能仅仅指拥有技术，更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兼具知识以及创新思维。

但是在培养的过程中，仍然该将课程目标的侧重点放在对高技能的培养上。第二，现代社会对中职学生

素养所应具备的要求。现代社会拟在将中职学生培养成“职业人”，而职业人应具备的素养应该包含职

业道德、职业素养以及实践创新和责任担当的能力，基于这样的目的来进行课程开发。从“核心素养”

到“课程目标”，不仅仅是内容的细节化、具体化，而是在整体课程活动中，实现某一种或某几种的核

心素养在一定程度上的养成。然后站在中职学生的角度去践行，不断的调整、完善，最终达到培养中职

学生核心素养的中心目标。让核心素养在中职校本课程实践中成为主力军。 

3.2. 基于核心素养的校本课程开发 

校本课程建设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落实中职学生需要具备的核心素养。在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

的人上，核心素养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面对文化成绩基础薄弱的中职学生，在校本课程开发时

应该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学科课程的开发建设中，应该体现出相对应的学科素养，

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兴趣，能够自发的进行学习，并在自我学习中增加自己的思考，开拓自己的思

维。比如：中职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应侧重于培养他们营销方面的技能、技巧。同时在面对中职学校

的校本课程开发中，要注入职业素养的培育，将核心素养渗透到各个方面，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储备的

基础上，知道如何去实践，去应用，打破中职学生原有的思维模式，真正做到让学生的能力得到全面的

发展。这才是核心素养下校本课程开发的最大意义。 

3.3.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开发需要多主体参与 

校本课程的开发本身是一个长期且需要具备完整体系的工程，有学者提出校本课程开发应该涉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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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师、学生等多个层面的相关人员[14]。这便要求校长、教师、学生等，各个参与人员之间能够进行

密切的合作。多主体的参与才能真正建构起一套体系标准，体现出不同主体在课程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

以避免课程开发流于形式。 
首先，校长在围绕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校本课程建设中，从始至终承担着重要作用。要合理安排中

职的课程计划，明确中职的课程资源和课程实施的多元形态，避免“视课程为教材”的狭隘观念，提升

全校教师的课程意识。同时也要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作为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检验校

本课程，重视课程的评价与改善。教师是课程最主要的实施者，也是校本课程开发最重要的主体，基于

学生的核心素养开发课程的过程，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施者，同时也是课程的开发者、研究者，以及评

价者。需要潜心思考核心素养的内涵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课程目标，并不断评价和反思是否达成了这些课

程目标，从而将课程以最佳的形式呈现出来。学生是课程的主要参与者，主要为获得知识的积累和过程

的体验。在基于核心素养的校本课程开发中，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体，最能明白自己每一次在课程中所

获得的体验和成长。 
总之，基于核心的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不同主体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承担多种角色，让这些主体

凝结在一起，汇聚成一份统一的力量，共同促进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4. 中职学生核心素养在情境教学中的培育 

在我国目前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1) 重课程轻课堂，重课程轻学生；2) 重理论，轻实践；3) 重
客体轻主体。为此，张传燧(2015)提出了未来教学中应该具备“三个重要”：a) 重课堂轻课程；b) 重教

师轻教材；c) 重学生轻学科，“三个转向”i) 将课程转向为课堂；ii) 将教材转向为教师；iii) 将学科转

向为学生[15]。随着教育的改革大浪，教师也成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在这个改革中，屡屡提到的素养也

成为许多学者探讨的方向。素养是是在个体与情境的有效互动中生成的；素养与知识、能力、态度等概

念的不同在于，它强调知识、能力、态度的统整[16]。但是仅仅只有素养是不能实现学生的价值追求的，

教师应该在“三教”中结合情境教学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4.1. “三教”引领中职学生融入情境教学 

杨孝缤，吕传汉(2015)认为要用“三教”理念引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图 2)。“三教”主要体现在：

1) “教思考”，重在让学生学会辩证思考；2) “教体验”，重在引导学生在“做中学”中获得学习体验

和科研方法的体验；3) “教表达”，重在对“表达、倾听、交际”能力的训练，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沟

通能力和适应能力[17]。姜汉荣(2013)认为在职业教育中，情境教育的“情”是学生对技能之情、过程方

法之情以及对应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情境教育的“境”是创设生活情境、职业情境、社会情境乃至

家庭情境，真正的实现以“境”育“情”、“情”寄于“境”[18]。笔者认为，可以借助于“三教”来建

构情境教学，“情”作为主观看待事物的方法实则能引导学生去进行辩证的思考，进一步解决问题。“境”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Teachings” and “Situation Teaching” 
图 2. “三教”和“情境教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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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侧重于中职学生在相对应的环境中能够去体验，并从体验中获得快乐，兴趣是第一任老师，一旦有了

自己的兴趣，便能够在实践中大胆的进行创新。“情”的铺设是为了为“境”创造更广的发挥空间，在

这个空间中，学生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和认识，便会有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才能更进一步去

适应社会。 
在中职教育中教师对“三教”中情境教学的建构重点是教师需要明确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而难点在

于面对参差不齐的学生，如若仍然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必然会产生反向效果，核心问题就是作

为教育者需要借助于情境去进行“三教”。面对中职学生，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中职学生他的就业能力不

是通过老师口头上的灌输，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怎么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至于未知的知识以及怎么

样去面对社会面对工作岗位，是学生在实践中遭遇壁垒，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进而提出问题，并用创

新的思路来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中职学生毕业后在面临就业时就能临危不惧，将自己的专业才能最大

限度发挥出了。因此，提前设定能够让学生自主的产生思维的训练模式和可以相互交流沟通的情境环境，

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培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还能让中职学生在创设的情境中，通过“三教”进行

深入的思考，只有如此，学生才能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才能更加积极主动的进行学习。毕竟学习的

主体终究是学习者，学校教学要从“教师中心”转向“学习者中心”，从“课程”转向“课堂”，从“教

材”转向“教师”，从“学科”转向“学生”，真正做到以生为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三教”

和“情境教学”的关系中笔者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图所示。 

4.2. 结合中职特色环境培育核心素养 

中职学校和一般中学，甚至高校相比较而言具有突出的优势，即：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作为中职学校衍生的实践型课堂，推动了中职教育的改革创新，不仅是办好中职教育应该坚持

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中职教育中情境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在教育的方向上，许多学者一再呼吁“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中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这一观点是高度切合的。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理

论知识借助于校企合作的平台进行实操去检验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是否与现实相吻合，才能环环相扣的解

决问题。例如：中职的市场营销课，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会引导你将市场细分按照人口、地理环境等因

素进行划分，然后根据条件选择相对应的目标市场。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在理解上会相对困难，但

是如果借助于案例分析来对中职学生进行引导，然后让学生在实习企业对该企业的产品进行市场细分，

来寻找它所匹配的目标市场。在这样的情境创设下，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便能被带动起来，然后自己的

劳动意识便会呼之欲出，把前期不理解，学得不够透彻的内容，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实证操作后一步一步

来解决问题，并且在探索中还能挖掘到自己的创新意识，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并且随着中职学生们对

营销人员这一职业的深入了解，就会明白在这个行业中的可为与不可为，以此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职

业素养，以及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能力。 
大国工匠需要新时代的青年人，中职学生的培育亟不可待。因此要加强中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尽快促进技能型人才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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