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0, 9(3), 205-21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6    

文章引用: 张运喜, 王丹丹, 刘佳. “以赛促学促教”模式探究[J]. 职业教育, 2020, 9(3): 205-210.  
DOI: 10.12677/ve.2020.93036 

 
 

Study on the Model of “Promot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Competitio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Quality 

Yunxi Zhang1,2, Dandan Wang3, Jia Liu1,2* 
1School of Auto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2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Sensing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Qingdao Technicians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Jul. 6th, 2020; accepted: Jul. 17th, 2020; published: Jul. 24th, 2020 

 
 

 
Abstract 
Organiz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kills competition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wareness,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students’ ability and enterprise requirement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promote the secondary voca-
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widen the skill talented person growth path, deepen the univer-
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system, perfect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n build suitable for moder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rame-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words 
Competition Promotes Learning, Competition Promotes Teach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Quality 

 
 

“以赛促学促教”模式探究 
——推进中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张运喜1,2，王丹丹3，刘  佳1,2* 
1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天津 
2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市信息传感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天津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6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6
http://www.hanspub.org


张运喜 等 
 

 

DOI: 10.12677/ve.2020.93036 206 职业教育 
 

3青岛市技师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0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20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7月24日 

 
 

 
摘  要 

组织学生参加技能比赛，可以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减小学生能力与企业要求间的差距，进一步促

进中职学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推动中职教育教学改革，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道路，深化校企合作体系，

完善中职学校学生评价机制，进而构建适用于新形势下的现代中职教育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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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十年来，职业教育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体系化规模化，开始步入快车道。2019 年 2 月，

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把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细化为若干具体行动，

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改革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思路，在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持续向好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构建

适用于新时代中职教育体系框架，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职教育体系

要不断推动中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道路，深化校企合作体系，完善中职学校学生评

价机制。本文探索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模式，兼顾完善以

上几点，希望为构建现代中职教育体系框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2. 以比赛要求为指导，促进中职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深化中职教育教学改革是推动构建现代教育体系框架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

技术型人才，相比于普通教育，其更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目前在我国中职学校在日常实

践教学环节中往往忽视包括场地、环境、行业规范在内的诸多细节问题，很难达到“身临其境”全面考

察学生的效果，这是中职教育教学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中职学校中的实训老师有相当比例是

从非师范类院校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的，“双师型”教师数量较少且大多参加工作年限还比较短，导致

中职学校教师在实训教学环节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因素也是制约学生能力发展从而很难达到企业

要求的原因之一，本文将初步探索如何通过比赛来促进中职教育改革。 

2.1. “以赛促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依托“以赛促学促教”的模式，就是要通过解读比赛要求，形成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具有全面性和逼

真性的知识教学体系、行业行为规范教育、技能操作训练等，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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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同时在比赛中培养的交流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使得学生的综合素

质与综合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学生们通过进行比赛，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促进了自身综合能力的提

升，同时也缩小了学生能力与企业要求间的差距。 
2019 年 11 月，作者带队参加了华北五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参加比赛的学生通过一个月的理论培

训和实践，迅速提升了相关技能知识的掌握，有理论有实战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在

比赛中，这队学生又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成员进行了交流，学生们的交流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以赛促教”提高了教师的实践能力，有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参赛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师势必需要对实验实训方法和教学

规律进行相应的研究，在这一教学研究过程中，并不是只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的研究上，而是对新技术、

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等加以应用，这对于职业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2]。比

赛尤其是大型竞赛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前沿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竞赛项目也随之改变，这就要求

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还要具有对于前沿科技的洞察力，掌握本专业领域中最新的科技发展

动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进而不断提升职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新时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求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这对教师培养学生的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以赛促学促教”可以高效的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和职业精神提升的相融合，

同时也对教师实践能力进行了检验，有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3. 以比赛成绩为依托，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道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我国企业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但截至目

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仍面临严峻的考验，技能人才成长道路不畅，没有学历优势是其中的主要原因，拓

宽技能人才成长道路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中职学校技能人才的成长道路包含两个方向：升

学方向和就业方向。 

3.1. 依托技能比赛，拓宽技能人才深造之路 

首先，就升学而言，由于职业学校毕业生具有专业属性，因此在高等学校录取时不能仅仅以考试成

绩作为录取依据，还应兼顾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比赛成绩可以作为评价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素

养的一个重要参数纳入考生总成绩之中，从而促进中职学校及中职学生对于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目前

不少省市自治区已出台对在各级竞赛中获奖同学在高职学校“自主招生”中给与相应加分或免试入学的

政策，给具有技能特长的中职学生拓宽了升学道路。其中，山东省对参加全国、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得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选手，本人可向具有单独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院校提出申请，可

免试进入省内具有单独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的政策支持。天津、广东、浙江等省市也先后出台多项相关

政策，在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各项赛事拓宽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道路。 
2020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

[3]，《通知》中指出，凡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Competition)”中获奖的中

国国家代表队选手，且符合有关省(区、市)高考报名条件的中职毕业生以下条件者，可保送至高校相应的

高职或本科专业；符合有关省(区、市)专升本报名条件的高职毕业生，可保送至高校相应的本科专业；中

职或高职在校生在其应届毕业当年获得保送资格。根据《通知》精神，我校发布了《2020 年世界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保送生招生简章》[4]，其他相关高校也陆续发布招生简章，这位技能人才的深造提供了一条

很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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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托比赛成绩，为技能人才开辟就业绿色通道 

其次在就业方面，技能竞赛给中职学生提供了展现专业技能的机会。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坚持个人发

展与团队协作相结合，突出职业道德与协作精神，注重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由于赛项设置多以项

目小组为单位进行，因此除了考察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外，也能够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5]。一些企业借此机会发现优秀技术人才，为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开辟进

入企业就业的绿色通道。包括降低学历要求，免笔试或直接录用。改善了目前中职学校学生就业难、质

量低、平台小等问题。 

4. 深入研讨比赛项目，改善校企合作体系 

随着中职学校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校企合作在我国日益见多，学校和企业的双重培养可以使得学

生得到更多更好学习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机会。现在，我国很多中职学校都在加强学生的实践教学，联系

相关专业的企业建立了实习基地，建立校企合作，这对培养当代所需要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温州某中职学校积极引进知名企业的生产车间和研发机构入驻校园，与企业共建了一批体现“三个合一”

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即“课堂与实训点合一”的学做合一、“实训与生产合一”的校企合一以及“教

学与技术开发、服务合一”的教研合一，在功能上融“产学研”为一体，在教学上融“教学做”为一体。

专业课程教学都在实训中心进行，学生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可直接动手实践，真正把“教学做”结

合在一起，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 
目前，进行校企合作的中职学校不在少数，然而，大多数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并没有全面、完善、

有针对性的合作，很多只是企业接受职校学生浅层次的实习，没有从培养目标、行业要求标准、技术工

人素养、实践教学与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促使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在校企合作中学校为了追求理

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制定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时，已经与企业生产要求产生了偏差。导致校企合作缺

乏针对性、实践性和职业特色，即便是通过校企合作环节之后学生还是没有建立适用于企业生产的基本

素养，学校也没有通过校企合作完善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从而使得中职毕业生不能达到顶岗实习的要

求。 
在校企合作中，以大型赛事项目为出发点制定培养计划，便可以兼顾学校与企业两方面要求，弥补

现有不足。技能竞赛题目不仅涵盖了专业内的基础知识，更是在基础知识之上融入了企业最实用、最需

要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些新技术与新工艺是学校短时间内不可能掌握的，而通过校企合作，可以让学生

通过在企业的学习来弥补对行业最新最实用技术掌握的不足。通过竞赛题目制定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在保

证学生掌握所需专业基础理论的同时，又高效的学习了企业生产所需最实际的内容。教师和学生通过技

能竞赛接触行业、企业最先进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直接感知企业产业需要，把生产实际中的新

技术引入职业教育教学，引导职业教育强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保证职业教育与企业在实践操作设备

方面的“无缝衔接”使学生毕业后迅速进入企业员工角色，使职业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6]。 

5. 融入比赛因素，完善学生评价体系 

完善学生评价体系，要以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并结合中职学校实际制定评价方案。由于中职学校的特

殊性，评价方案必须坚持以社会需要为依据，立足于教学目标，应结合中职学校自身情况，将比赛因素

纳入评价系统中，把评价体系中的内容分为理论知识、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在内的三个方面。 

5.1. 以教师为主导，以比赛成绩为辅，对学生理论知识进行评价 

教师不但是学生评价的主体之一，更是学生评价的落实者，教师对学生的理论知识进行评价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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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评价模式中由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标准造成的过于注重评价结果而不注重评价过程的问题。由于每一

位教师都时刻关注着学生，了解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切情况，可以随时掌握每个阶段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情况以及每个阶段的学校态度，并且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都会潜移默化的对学生的学习

成绩、学习态度作出判断，因此相比于通过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理论知识，教师评价更具准确性。注重

了过程性评价，提高了评价的科学性。 
另外，中职学生在参加比赛过程中，仅依靠课堂中学习的理论知识是不够的，通常需要学习和掌握

更深更系统的相关理论知识，因此，比赛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理论知识水平，而比赛成绩也可以成

为评价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一个辅助方面。 

5.2. 依托比赛的自评和互评相结合，对学生道德素质进行评价 

学生自评指被评价学生自身在教师指导下按照评价标准对自己的各种表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总结，

自我完善的过程。学生互评指同学间对照评价标准相互评价、发现不足、总结、学习的过程。在这里，

我们所说的自评和互评主要是依托比赛的自评和互评，每个学生在比赛过程中，除了对自己的知识技能

方面有一个新的认知，在道德素质方面也会随时发现一些不足，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通过比赛中道德

素质方面的自评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从而促进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 
另一方面，在一个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往往无法对自己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通常会根据教师

和同学对自己的评价而进行自我评价。由于中职学生参加的比赛大多都是团队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处

于同一团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较多，相互了解的也较深，便于清楚的看到同学的缺点，因此依

托比赛的学生互评得到的信息也会更加真实、具体[7]。依托比赛的学生道德素质自评和互评体系，较一

般学生道德素质自评和互评体系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具体详细，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值得我们进一步

研究和探索。 

5.3. 以比赛为主导，开展专业素养评价 

专业素养评价是构建多元学生评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把技能竞赛融入学生评价体系之中，对

于培养中职学生的实践技能、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都具有导向性作用。能帮助学生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行业背景、工作要求和操作细节并使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很好的促进学校教学

与企业生产过程的衔接，同时使得学生对于岗位意识以及工作后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态度都有了新的认识，

达到了培养全面合格技术人才的目的。 

6. 总结 

“以赛促学促教”的教学模式，在促进中职教育教学改革，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道路，深化校企合作

体系，完善中职学校学生评价机制中具有明显优势，这种教学模式的运用为构建现代中职教育体系框架

提供了新途径。为了提高中职教育质量，转变教学局面，中职院校应积极构建以“以赛促学促教”为立

足点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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