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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院校在就业为导向下仍然存在着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理论与实践结合困难、学生核心竞争力不足等

现状问题。结合中职热门专业与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一体化进行研究，发现中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

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从系统性出发，在培养目标、招生计划、教学模式、师资队伍以及学生等方

面从多种路径进行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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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employment,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still ha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employment situation, difficulties in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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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popular major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society,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is found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mployment-oriented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optimize from a variety of paths in terms of training goals, enrollment plans, 
teaching modes, teaching team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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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02 年“就业导向”理念提出以来已有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但也面临着一

些实践困惑：就业与升学的矛盾、职业教育育人功能与就业功能的矛盾、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功能的

有限性等，这些困惑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2022 年随着“职教 20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的重新修订更加明确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即没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学

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日渐增加，笔者对之前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点并结合自己些许观点进行述评，并给出路

径选择，以期能够丰富该领域实践。 

2. 就业导向的内涵 

理解就业导向的内涵对于就业导向下中职热门专业学生培育路径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

就业导向的概念的界定，本文将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归纳如下(见表 1)。 
 
Table 1. Explanation of employment-oriented connotation 
表 1. 就业导向内涵阐述 

作者 就业导向内涵阐述 

申群喜；杨国民； 
李瑞清(2007) 

“就业导向”则是职业教育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为社会和企业及时培养所用

的技能型和应应用型人才[1]。 

周济(2004) “就业为导向”是要加强就业工作，坚持“就业为导向”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建立一个

强大的就业指导队伍和就业服务队伍，帮助学生就业。”[2] 

朱桃福(2004) 
“就业导向”是连接着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等相关方面的一条主线。政府通过立法和政

策导向调控和规范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培养“知识蓝领”的运作机制，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3]。 

蒋乃平(2004) 
“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其特征体现在：专业设置、德育、课程体系、实训实施、评价标

准等五个方面。每一个要素都要紧密贴合市场实际需求，满足学生发展[4]。 

王亮(2004) 
“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是就业。它不仅是有对就业数量上的要求，同时还有质量上的要求。

此外，还需要完善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以及法律法规的保障[5]。 

余祖光(2013) 
“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应当以就业为导向，就业问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是

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平衡点，国家可以通过“以就为导向”理念的引导，有效缓解社会需

求与个人需求之间的矛盾[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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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内学者对就业导向内涵的解读，笔者认为，就业导向是指职业教育对人才整体就业规划的问

题，涉及到政府、企业、院校、教师、专业和学生等若干个重要因素，通过整体的协调配合，完成人才

的培养和输送。 

3. 中职热门专业就业导向的现状简述 

自 2002 年“就业导向”理念提出以来，已有二十个年头。中职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

临着一定的实践困惑，如专业对口就业率偏低、理论与实践难以很好的结合、学生竞争力不强等困惑都

需要持续的关注和研究[7]。 

3.1. 就业导向下中职热门专业现状述评 

3.2. 中职热门专业排名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nstitutions) (full-time students) 
表 2. 中等职业学校(机构)学生分科类情况(全日制学生) 

单位：人 
unit: person 

 

毕业生数 Graduates 招生数 Entrants 

在校学生数 
Enrolment 

预计毕业 
生数

Estimated 
Graduates for 

Next Year 

合计 
Total 

其中：获得职业 
资格证书 
of Which:  

Recipients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合计 
Total 

其中：应届毕业 
of Which: Graduates of  

Current Year 

小计 
Subtotal 

其中：初中毕业生 
of Which: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es 

信息技术类 
Information Technology 600,497 434,884 862,289 840,519 833,316 2,244,573 628,751 

财经商贸类 
Finance, Economics,  

Commerce 
414,820 280,753 534,319 517,714 512,827 1,412,436 410,440 

交通运输类 
Communication & Transport 414,623 304,373 480,792 467,701 461,240 1,308,896 397,563 

教育类 Education 403,762 265,811 409,057 402,989 400,275 1,168,405 372,413 

加工制造类 Manufacturing 396,055 312,107 482,568 471,816 467,255 1,304,551 384,821 

医药卫生类 
Medicine, Pharmaceuticals 

& Health 
370,318 169,225 439,954 414,362 405,172 1,177,710 352,167 

旅游服务类 
Tourist Services 213,385 152,552 272,509 264,290 261,203 751,917 222,627 

文化艺术类 
Culture & Arts 210,560 135,810 306,320 295,979 289,883 826,980 229,601 

休闲保健类 
Recreations Services & 

Make-up Artists 
26,139 17,550 43,654 42,225 41,969 108,944 29,008 

体育与健身 
Sports & Body-building 39,121 25,690 69,046 66,610 64,144 168,340 41,599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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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我们不难看出，2020 年全国中职院校各专业毕业生人数排名靠前的七位分别是：信息技术

类、财经商贸类、交通运输类、教育类、加工制造类、医药卫生类、文化艺术类。笔者从这最热门的七

大类专业中选取了下面的几个代表性的二级专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3.2.1. 中职信息技术类(计算机技术) 
职业教育作为重点培育复合型技能人才的教育，它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中等职业教育可以说是

职业教育的中流砥柱，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和行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当地就业

[8]。姜广艳在《基于就业导向的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改革探讨》中认为，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

控能力较差，计算机基础知识参差不齐，对计算机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游戏、影音、聊天等，缺乏更深层

的了解和认识，相比与计算机工具软件的学习，学生们更爱计算机所独特的娱乐功能[9]。计算机作为中

职院校的必修课程，教师主导性过强，没有根据学生的整体差异和最近发展区进行分层教学，学生缺少

一定的独立思考的空间。 
中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信息素养匮乏，仅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达不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熟

悉信息技术的原理、发展和变化趋势，原因在于学生的学习基础薄弱和学习态度不端正。中职计算机技

术的教师在授课时，仅按部就班式教给学生信息知识与技能，缺少培养让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 

3.2.2. 中职财经商贸类(财经专业) 
当前我国中职财经专业的生源质量低下，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但很多

家长仍然不了解中职教育，带着有色眼镜看中职教育，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职学校就读。中职院

校学生虽然动手能力比较强，但教师教育理念滞后，忽视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过分注重理论知识

的讲解，导致学生不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10]。此外，财会类实验设备严重不足，一些模拟做账软

件、沙盘模拟企业经营等远达不到仿真要求，缺乏完整的会计数据实验系统，学生的实践能力得不到

提升。 
财经类专业需要贴合社会发展动态，对一些实验设备和软件进行更新，国内的中职院校除了一些经

济发达地区能够及时更新相关软件和设备外，大多数学校不具备这个条件。加上相比学生本身基础条件

欠优，学生只能使用相对落后的软件和设备接受相关实训，整体学习兴趣和热情大打折扣。除本身硬件

设施欠优以外，多数中职财经类教师年龄偏大，虽然经验丰富，但是相关财经类软件操作不熟练，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了学生不好的操作体验。综上，加大相关硬件资金投入，加强校企合作，优化教师年龄比

例结构势在必行[11]。 

3.2.3. 中职加工制造类(机电专业) 
机电专业属于比较典型的技术类专业，对于专业性要求较高，企业对该领域人才的要求越来越综合

化，除了要求能够熟练掌握相关原理知识外，还要求具备过硬的专业操作能力。该专业就业方向宽泛，

如机电产品加工、维护、销售、检查和现场操作等，因此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比较大[12]。现阶段影响

中职机电学生就业的相关因素有：就业指导不完善，很多学校在开展就业指导规划时，过于敷衍理论，

不注重实质性的内容，致使学生无法了解到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在中职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的

教学方式陈旧，面对一堆冷冰冰的器械，学生们的积极性难以保持，而且学校的教学资源太差，设备更

新速度缓慢，学生们不能及时的通过高新型机械去学习最新的技术，因此难以实现本专业的教学目标。 
中职院校的核心培养目标是为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机电类专业对操作本领的要求不言而

喻，如何把复杂的加工制造原理知识和分解、拆装、制造技术高效的传授给学生是至关重要的。现阶段

该专业领域处于十分火热的状态，其毕业人数、社会需求量、岗位选择种类上都远超其他专业，因此针

对陈旧和枯燥的教学方式方法，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教学，培养学生对加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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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和热情，把学校教学和工厂实训实习紧密结合，扎根基础、扎根实践。 

3.2.4. 中职文化艺术类(室内设计专业) 
目前我国中职室内设计专业从表面上看拥有者较高的就业率，其实背后有着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中职的生源质量不高，招生门槛低，大多数都是中考落榜的学生，多数学生学习成绩差、习惯差、

主动性不足，年龄较小，心理成熟度不够，难以适应实习期的工作环境[13]。其次，学校仅仅在学生毕业

前夕进行就业指导规划，并没有贯彻整个学习生涯，且规划针对性不强，没有根据每个专业学科的特点

去精准规划。最后，室内设计中小企业比较多，内部的人事考核晋升制度不规范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

健全。 
室内设计专业是一个涵盖领域广、综合知识要求高的专业，它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设计软件操

作本领、还要涉猎管理学、设计学、心理学、美学等相关知识，该专业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中职

学生整体的综合素养和知识基础相对欠缺，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并且该领域用人单位存在着福

利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社会保障度不高等问题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就业；此外，中职学校对实习生毕业后

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培养模式特色定位与高职、本科基本相同，并没有根据中职学生特点进行全方位的

校准，导致学生就业后岗位竞争力不强[14]。 

4. 中职热门专业学生培育路径整体优化 

 
Figure 1. Traditional talent training roadmap 
图 1. 传统人才培养路径图 

 
从上图 1 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招生、学生、师资、及就业四大维度是任何一种教育类型的四大模

块，但传统中职院校针对该四部分的拆解分析并不清晰和精准，每一部分都存在优化的空间，笔者针对

上图所简述传统中职院校存在的问题进行以下优化： 

传统中职院校人才培养路
径

招生

师资

学生

就业

线下宣传

初中单招

 
 宏观进行专业介绍，学生不清
晰专业性质以及是否符合自身。

教师引进

师资培训

1.学历为重
2.考核标准单一

1.岗前培训
2.进修学习
3.自我提升

多数中职院校把教师学历层次和头衔作
为重要考核标准，忽视了学生的满意度

以及教师的师德师风。

规章制度、政策法规、教学理论的培训
占主要，对于老师的信息素养培养严重
不足，企业实训实习的名额和机会不匹

配教学要求。

教师主导教
学

学生全面发
展受限

教师主导，侧重理论知识，缺少实践技训
练。学生自我能动性受限，老师不能做到因
材施教，学生学习质量低下，学习热情降

低，学生个性发展被隐藏。

人力资源市
场

学生创业

劳动密集型
产业

学历不高，技能
不硬

理论知识和技能
衔接不好，缺乏

资源。

待遇不优，学不
匹位

学校没有进行深度的不同专
业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专业定位，以及就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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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招生“三步走” 

建议中职院校进行招生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进行宣讲时，着重讲解每个专业其就业形势和特点，

如岗位性质、发展空间、福利政策等，让每个学生对该专业有个宏观了解[15]。第二步；体验式选择专业，

学校与企业深度交流合作，让学生有机会零距离的接触若干个不同的岗位进行入读前体验，感触最真实

的工作职位内容[16]。第三步：对学生进行开设专业的重点介绍，从中选择两三个感兴趣的进行“试听”，

确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某一专业就读，以此避免学生盲目的选择专业，导致以后毕业后不从事该领域或

者日短择业[17]。 

4.2. 教学“模式定位” 

学校建立面向人力资源市场的专业动态机制，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

位[18]，目前，中职院校专业设置的依据模糊不清，有些专业是以职业为设置依据的，例如护理学和烹饪

学，有些专业设置是以通用技术为标准，如机电一体化、数控车床等等，但很多专业都存在专业定位脱

轨，专业教学目标不清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进行专业定位调整，尽可能地按照职业来命名专业。信息

不全导致目前中职院校很难根据人力市场来对专业和学生进行动态的调节，政府应该根据相关产业发展

趋势和人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搭建公共信息平台，以便学校设置专业，以便能够强有力的推动就业导向

下中职教学模式的完善。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定位专业，学校培养人才要切实的根据不同专业的性质

去设计教学和实践，要以学生为本，提供给学生多种选择的空间和机会，培养学生个性发展，提升学生

的专业技能。 

4.3. 育生“多位一体” 

第一要从以往的关注招生和就业数量转向人才培养质量上，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科学的培养模式，招

生人数再多，也会很难培育出高质量的人才[19]。学校要逐渐推行职教终身教育网络平台，学生或者老师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标准进行网络学习，鼓励学生涉猎不同领域知识。第二鼓励学生获

取多类职技证书，现在社会需要是复合型人才，鼓励学生获取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取更多的职业技能证

书，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20]。第三企业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参与培养学生，

学校大力加强与校外企业和社会的合作，行业企事业单位将学生的培养作为现代企业建设的组成部分，

纳入本部门发展规划，这种培养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职业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

能力。 

4.4. 师资“多维度”培养 

专业机构和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有利于推进中职院校发展和人才培育，及时汲取国内外先进的职教

理念和经验，根据自己的情况取其精华，为建设学校和培育学生做好理论准备[21]。中职院校要优化改革

招聘制度和标准，不仅要重视教师的学历经验，更要重视教师的师德师风和文化素养，不仅要储备职业

规划教师，还要有德育、心理、专业技能方面的教师。对新入职的教师要进行全面的职前培训，涉及学

校的理念、专业的设置、学生的情况等。中职院校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定期组织教师去优秀院校和企业

进行学习深造，让一些专家学者定期到学校进行交流和培训。强化教师管理制度，强化对青年教师的培

养，健全中职院校老中青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加强学校骨干教师队伍和专业带头人队伍的培养，严把教

师质量关。 

4.5. 深化“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双方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协议，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选择匹配企业岗位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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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成“学习班”，并且根据企业岗位的需求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订单模式可以有效的解决“校，

企不对称的选择问题”。支持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加强企业参与学生的培育。企业与学校共同建设

产业学院可以有效实现教学与生产的连接，通过深化校企在专业的设置、课程标准的修订、教学过程的

合作，使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逻辑链”。强化协同育人模式，强化企

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教学、实训实习、择业就业，双方根据产业需求和人才需求形

成具有特色化、多样化、科学化的“协同育人模式”。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应充分考虑行业企业要求，主动应对产业发展变化，精准服务国家产业战略，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推动产教融合向更高水平发展。 

5. 结语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全方位与企业、社会、学

校之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实现的，只靠学校是不行的，只靠社会也是不行的[22]。本文从中职院校的外部延

展性、内部延展性和内外互通性去分析就业导向下中职院校的招生、教学模式、教师、学生现状和趋势，

目前国内中职院校整体上存在学校规模小，投资效益低，人才流向不合理、就业服务面窄等综合问题，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法的改革和职教 20 条的颁布，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思维的转变以及资金投入

的增加，说明了职业教育越来越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相信随着国家的强盛和进步，教育体制的不断

改革和完善，中职院校所存在的就业问题会日渐优化，中职学生的就业能力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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