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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职业素养
教育路径探究

李维敦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系，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提升形象、提高质量的重要阶段，学生职业素养教育水平成为职业院校内

涵建设的主要指标。产教融合办学模式下，学生素养教育多元化需求和职业素养教育内涵建设不足的

矛盾突出、行业岗位职业素养需求和校方教学模式对接不到位、校企联动育人不充分，职业素养教育效

果评价和鉴定没有及时跟进等问题影响高等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此，以文化、管理及

评价三个主要影响因素为切入点，提出“三融双导”式职业素养教育构架，通过打造产教融合文化育人环

境、构建完整的有效育人体系、反映个体成长的职业素养评价探究高等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路径，以

更好地适应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的职业教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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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包含职业道德、

职业思想、职业行为和职业技能四个方面。职业素养也是劳动者了解与适应社会职业的一种综合

素质体现与反映。2019年 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落实好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传统的

教学模式“重技能、轻德育”，过分注重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了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人文

素养等职业素质培养，在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与考核上都延续着以“知识型”

为主的培养模式，职业素养教育内容的目的性、指向性不强。面对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有教无类、

多元招生的局面，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和职业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学生素养教育多元化、个性

化要求和职业教育资源、内涵建设不足的矛盾突出。产教融合模式下，行业、企业对职业素养要求

成为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因此，人才培养模式中将行业的岗位素养标准和院校育人的基本规律融

合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趋势。打造产教融合文化育人环境、构建完整有效育人管理体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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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成长的职业素养评价成为构建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育路径的要素。

一、高等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现状

（一） 学生素养教育多元化需求和职业素养教育内涵建设不足的矛盾突出

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特征是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学生入学条件降低，生源多元化问

题突出，基础素质参差不齐。学生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文化水平差异性决定了职业素养教育要实

施分类化教育。传统的育人体制不足以承载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多数高职院校的学

生管理与教学管理相对独立，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没有很好融合，没有建立起一套“教书”和“育人”

双线融合的科学系统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从教师角度讲，专业课教师重视专业能力培养，弱化

工作能力培养，面对差异化较大的教学对象，在类别化素养教育过程中，缺乏个体素养引导基础依

据，没有系统化的职业素养评价和量化举措。从企业角度讲，无法全面深入了解招录对象的整体素

质和个性特征，给企业在选人用人方面造成困惑，不利于企业给学生合理安排工作岗位，不利于学

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成长。从校方管理角度讲，职业院校目前普遍存在师资短缺的问题，而多元化

的职业素养教育会占用大量的教学资源，需要投入大量的专业导师和教学场地，对职业素养的多元

化教育造成很大阻力，因此职业教育的特征倒逼职业院校要创新职业素养教育路径。

（二） 行业岗位职业素养需求和校方教学模式对接性不到位

职业院校面向行业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对应企业的岗位需求。教学过

程是职业素养教育的主战场。技能型人才培养以“教学做”融合为主组织教学活动，将技能教育和

职业素养教育深度渗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及职业行为。从教学过程看，目

前专业课教学中没能找到一种既能真正实现“教学做”融合，又能渗透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元素在内

的教学模式，如工作任务模糊，缺少实体案例资料引导，任务与所学知识衔接不紧；任务（作业）与岗

位能力脱节，对于培育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深入；学习任务大部分放在课后完成，没有凸显过程

学习的重要性，造成学生学习懈怠、抄袭作业、懒散等习惯；教学组织形式单一，教学活动中交流协

作欠缺，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力度不够。从学生成长方面看，第一，学生入校后，学习目标性不

够明确，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对个人学习的目的和职业规划目标计划模糊；第

二，考评机制对于考查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收效甚微，抄袭作业现象较为普遍，究其原因与任务量、

知识的接受程度、对课程的兴趣等相关，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考评机制无法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及知

识的主动掌握，需要对教学过程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第三，职业教育的全过程育人缺乏系统组织，

育人载体有效性不足，学校的育人成效基本停留在学生个人原有素质基础之上，体现学生进校后的

素质教育成效不明显。

（三） 校企联动育人不充分，职业素养教育效果评价和鉴定没有及时跟进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分为职业中专、职业专科和职业本科三个层次，职业教育体系要形成“中高

本”贯通式教育模式，其中高等职业专科教育是中间层次，在纵向贯通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职业素养教育具有代表性，在此以高等职业专科教育为例加以说明。职业专科人才培养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能力培养期；第二阶段为专项能力培养期；第三阶段为综合能力和顶岗能力

形成期。第一阶段的职业素养教育主要靠校方完成，校方对于进入第一阶段的学习者的职业素养

基础缺乏痕迹记录，无法从个体层面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素养，只能通过表现和简单的理论素质测

评粗略掌握，缺乏企业参与的职业化素养教育元素，继续延续着传统育人方式。第二阶段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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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教学进度和教学资源的限制，校方主要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形成为主，企业以专家讲座和案

例分享等形式补充校内育人资源短缺问题。育人环节出现校企分离，没有发挥出校企协同育人融

合效应。第三阶段职业素养场景以校外为主战场，是校内职业素养教育的延续，也是学生个人素养

和岗位素养对接的过程，更是行业素养在业务工作中的践行过程，本阶段素养教育主要以企业为主

导，学生作为准企业人，占用企业岗位资源，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规则下，企业不愿意投入更多

人力进行科学的职业素养引导，比如：企业工作环境和校内学习环境的差异、岗位职能效益最大化

和教学效果最大化的矛盾带来学生思想上的变化等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疏导。以上三个阶段育人过

程，校企协同育人没有形成系统性［1］，缺乏有效的职业素养教育跟踪载体，校企双方对学生的职业素

养形成过程记录模糊，在阶段性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个体职业素养教育脱节，不能准确有效地评定职

业素养教育成效。学生综合和顶岗实习环节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提升情况未准确反馈，实习阶

段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

二、高等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影响因素分析

（一） 文化因素

文化建设是营造育人氛围、善化行为举止、涵养职业习惯的重要举措。学生从个体学习者成为

一个职业人［2］，必须要经历校园到行业的过渡。企业和院校作为产教融合的主体参与者，除了满足

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外，双方协同育人的文化、内涵和目标一致是关键。企业文化和校园文

化融合是产教融合的高级别，代表着校企合作进入内涵建设阶段。校企联动育人不充分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校企双方没有形成文化融合，，通过特色校园和企业特色实训基地的文化融通、教学过程和

生产过程的文化融通、职业素养与职业技能的文化融通形成厂中有教学文化、课堂有企业文化、教

学过程渗透岗位文化、生产过程贯穿育人文化的职业素养教育模式，实现行业岗位职业素养需求贯

穿职业教育全过程。通过文化融合引导产业链和教育链对接、人才链和岗位链对接、岗位素养和职

业素养对接，实现校方的育人机制和企业的用人机制相一致，缩短学习者到职业人的过渡周期，降

低企业二次培训成本，企业才乐以岗位吻合度高为吸引投入育人全过程。此外，打造产教融合特色

育人品牌是增进校企协同育人的文化建设抓手，通过品牌吸引企业优势资源、衔接行业优质平台、

配套政府政策支持，提高校企员工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为校企凝聚共同价值取向、培育行业精

神、营造产教融合文化育人环境提供保障。

（二） 管理因素

职业教育生源多元化产生教育管理多元化，管理的融合性和系统性不足导致教书和育人脱节，

校企联动育人不具体、不充分导致行业需求和个人素养脱节［3］。职业教育的导向是就业教育，职教

高考要求按照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的方式测评考生。这充分说明文化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文化素养

从源头上作为促进就业的基本培养要求。近几年，职业院校的生源种类繁多，层次参差不齐，从职

业高中到普通高中，从退伍军人到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职业院校的教育对象，国家扩招政策导向使

得职业教育面临数量大、种类层次多、教学资源少的挑战。多元化、个性化职业素养教育的充分性

显得不足，校内的职业教育年限短，人才素养养成需要延伸至企业和社会，校企协同育人成为必然，

构建完整的有效育人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针对性要求必须调研分析入校个

体的原有素养情况，由于缺乏生源个体的基本成长阅历，仅用理论测评调研的方式了解个体素养基

础有其局限性，导致开展个性化、多元化素养教育缺乏依据；因此，需要从管理层面构建个体生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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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再到职业岗位的学业轨迹跟踪载体，记录评价个体学业及职业成长过程，反

映个体职业行为及思想变化，为职业素养育成提供真实的量化支撑。

（三） 评价因素

职业素养评价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学生在校期间全面素质培养的综合评

价。至今为止，职业教育界对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内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的教育

教学体系建构及学生职业素养评价尚未形成成熟的教育理念和实施策略。这些问题影响院校全过

程育人的成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

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4］。基于以上界定，有学者指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

素养包含思想素养、心理素养、专业素养、行为素养、社交素养等五个方面［5］。这五项素养指标基本

涵盖了核心素养全部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思想、职业行为及职业技能，为职业

院校学生职业素养评价提供了参考。但是，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对接、人才的职业素养要求和行业

岗位素养吻合导致学生职业素养评价标准有差异，主要体现在与岗位对应的专项素养要求。因此，

职业素养评价应从基本素养和岗位素养两个方面评定，基本素养包括思想素养、心理素养、行为素

养、社交素养四个方面。岗位素养指专业素养，涵盖所从事职业的专项素养。岗位素养只有通过校

企联合制定评价标准，才能满足行业对人才特殊素养的需求。此外，职业素养评价应形成“中高本”

贯通体系，为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职业素养教育提供共享数据支撑，便于开展个性化职业教育。

通过共享职业素养数据平台为每一位进入职业教育的学习者提供职业素养记录档案，准确反映个

体成长的职业素养评价，同时也为企业选人用人提供详实依据。

三、高等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路径及举措

从文化、管理和评价三个方面分析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路径，提出“三融双导”式育人构架

（如图 1）。“三融”是指将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融合、行业岗位职业素养元素和专业教学过程融合、职

业素养评定和“中高本”一体化培养体系融合。“双导”是指校企双方协同配备专业导师和生活导师，

对“三融”进行全过程跟踪指导。

（一） 将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融合，为高等职业教育营造文化育人环境

职业院校产教融合过程中根据办学特色和专业设置情况，构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产教融合载

图1　“三融双导”式职业素养育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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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比如职教集团、产业学院、技术创新中心和生产性实训基地等。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校中厂、厂

中校”产教融合形式。这些载体就是校企文化融合的特色平台，不断催化职业素养教育特性和行业

素养需求的融合。聚焦校企合作中行业通用文化元素、企业个性文化元素和校园特色文化元素，从

课堂教学到企业生产线、从校园文化小品到企业工厂、从技能大师工作室到教师教研室，实现多场

景全方位校企文化融合。为营造产教育人氛围、渗透企业育人文化，让学生在文化渲染和教育中感

受职业环境，让企业员工在教育和学习氛围中得到文化沁润，用文化融合助推校企员工之间的技术

交流和人文交流。依托校企文化高度融合打造产教融合特色品牌育人模式，彰显职业教育特色，为

职业素养教育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形象基础和育人环境。

案例做法：建筑类高职院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形成建筑文化、教学元素与校园基建项目高度

融合的教学模式，深化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融合，即将专业教学、建筑技能和建筑文化渗透校园建

设的每一个角落，校园内每一个单体建筑物既能满足使用功能需求，又是主题鲜明的专业实训基地

和建筑文化宣传基地，校园既是建筑技能博物馆，又是建筑行业校企文化教育主阵地。

（二） 将行业岗位职业素养元素和专业教学过程融合，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

职业院校面向行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教学方法及教学组织形式不同于高等普通教育，教学

过程要体现行业岗位技能特点，通过各种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是主渠道，采用多种形式将

职业素养教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是关键。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岗位职业素养元素和专业教

学过程的融合（如图2）。

一是，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心理、专业、行为及社交素养。针对岗

位特点，通过案例引领、团队合作、分组学习、学生主导等方式，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以项

目案例为载体，按照专业教学过程和职业素养教育充分融合的思路制定教学方案。教师以“教师教

学手册”为载体，综合专业核心课程内容，提炼核心知识点和技能点，融入课程思政、设计教学过程，

为“教”提供有力支撑。学生以“学生学习手册”为载体，将课程核心知识围绕项目案例任务驱动需

求设计学生学习（工作）任务，为“学”提供重要学习素材。依据岗位能力形成过程设计能够串联各

专业核心课的“案例任务导图”和“课程教学资源库”，为“做中学、学中做”提供路径和资源保障。即

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以“图、册、库”为载体的“案例引领，团队合作”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按照

岗位特性进行团队组员分工，紧贴岗位素养要求，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养成职业习惯。

二是，以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产教融合生产性载体为场景，以岗位链和生产链、教

图2　教学过程与职业素养融合模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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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和生产过程对接为条件，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实际生产，通过任务驱动阶段性成果完

成情况，以劳动教育为主线，从团队协作、行为担当、吃苦耐劳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和测评，

逐步拉近课堂教学和岗位生产的距离，缩短学习者到职业人的转化周期。

三是，以产教协同创新中心等产教融合创新性载体为场景，以教师创新团队和学生创新团队为

基本单元，以实体项目的实施为驱动，以突破项目创新性问题为牵引，将创新成果融入教学效果评

价中，用成果完成过程测评团队的协同性、互补性，通过学分互换模式增强学生团队的存在感和价

值感，将创新能力培养和学生个人综合素质培育高度融合，以创新创业形式培养学生职业适应性和

协同创新能力。

案例做法：建筑类高职院校依据专业特点和岗位素养需求，通过专业教学过程融入课程思政、

专业生产技能训练中融入劳动教育、社会服务项目中融入创新创业等举措深化教学过程与职业素

养教育融合。例如，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推行团队合作分组学习模式，小组内学生按照岗位模拟职

责工作，课程内容中融入与本岗位相关的职业行为、职业道德及职业精神等思政教育微课；在专业

技能训练中将学生的劳动教育纳入考核评价中；依托校企共建的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承担对外技术

服务工作，将学生团队纳入技术服务团队中，培育学生协同创新能力。

（三） 将职业素养评定和“中高本”贯通式育人体系融合，以学生学业素养轨迹档案管理系统为

载体，为多元化职业素养教育评定提供依据

“中高本”一体化办学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特色。在职业教育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办

学体系要求下，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既要做好前序指导，又要做好过程教育和后期跟进。学生的职

业素养教育过程也是个体成长变化的过程，以“学生学业素养轨迹档案管理系统”为载体将职业素

养行为记录融入学生学业素养成长过程中，贯通职业中专（含职业高中）、职业专科、职业本科及企

业岗位四个阶段职业素养形成过程。在轨迹档案数据库构架中设定不同内容的填报权限，客观反

映学生在校期间德、智、体各方面完整的成长记录，从职业道德、职业思想、职业行为及专业技能等

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对学生作出全面、客观、真实的评价［6-7］。学生学业素养轨迹档案将学历阶段的

素养评价划分为职业中专、职业专科和职业本科三个阶段，按照学生不同阶段学习期间的思想、心

理、专业、行为、社交素养变化，通过指标体系以档案的形式归类记录，形成“中高本”贯通式职业素

养评价系统（如图 3）。对学生不同阶段的素养表现进行阶段性测评，作为下一阶段职业教育的素质

教育依据，为分类教学、多元化素质教育提供客观的数据分析［8-9］。“中高本”院校对学生学业素养轨

迹档案数据平台实施统一管理，并将轨迹档案内容向家长、用人单位开放，作为社会了解学生综合

素养的依据，为不同阶段职业素养教育提供评价参考。

图3　贯通式职业素养评价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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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用“双导”模式构建职业素养教育管理体系

所谓“双导”就是在职业素养教育管理过程中，校企双方协同配备专业导师和生活导师。即专

业课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担任班级专业导师；校方教辅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班级生活导师。

在产教融合办公室的统筹管理下，成立校企协同育人管理中心，中心下设专业导师和生活导师教研

室，教研室成员均为校企双方员工。专业导师负责学生职业技能和专项素养教育引导，主要对接专

业教育和职业成长规划；生活导师负责学生日常业务性管理工作，主要对接学生思想、心理、行为、

社交等方面的素养教育引导。“双导”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评价均以“学生学业素养轨迹档案管理系

统”为标准和依据，在开展教育过程中将学生个体素养及时反馈给用人单位，作为学生择岗和企业

选人的参考依据，为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和职业成长提供参考。

从职业技能层面讲，院校骨干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担任班级专业导师，弥补了职业院校教

学资源短缺问题。校企双方专业导师通过协同工作，将企业技术资源和教学资源整合，弥补课堂教

学和实践岗位教学的不足，为学生上岗技能积累提供保障，为教师成长搭建技术交流平台。校企专

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课堂教学、生产性实训指导、技术协同创新等工作，提升了高水平教学团队建

设力度，为技能大师工作室和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和高质

量职业教育教材开发、职业标准制定等提供了基础素材和人才保障。

从职业素养层面讲，校方教辅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担任班级生活导师，充分落实学生在各个成

长阶段职业素养教育引导，完成企业岗位素养要求和校园教育素质养成、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工

作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对接，推进学业规划与职业规划、职业素养与岗位素养、个人素养与岗位需求

的融合。专任教师担任专业导师是引导广大教师逐步迈向“一师双责”“全员育人”新常态育人格局

的有效举措，也是因材施教、开展个性化职业素养教育的主要路径。

从管理层面讲，“双导”是“三融”的践行和保障，“三融”是“双导”的倒逼机制。两者互相影响，

相互促进。在校企跨界合作中，通过“双导”模式增强校企双方的人文交流、工作及生活交流，为校

企利益诉求平衡提供依据，为职业院校产教协同、全员全过程育人提供了保障。

从就业层面讲，职业院校生源多元化，多层次问题使分类化、多元化就业成为必然。专业导师

大多数是由长期合作单位或往年就业情况较好的企业人员担任，担任双导的人员既熟悉合作企业

的特点和优势，又熟悉学生的职业素养表现；因此，“双导”团队是优质的择业就业指导团队，他们既

能将企业按性质、行业、发展实力、人才需求等指标进行分类整合，又能将学生按其综合测评、专业

特长、个性优势、发展兴趣等因子进行归类，使学生与企业岗位有效匹配，实现科学、优质就业。

四、结语

新时代高职院校面临多元化、融合化和系统化职业素养教育挑战，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及评价

因素使得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需要营造产教融合文化育人环境，构建完整的有效育人体系，反映

个体成长的职业素养评价。职业院校职业素养教育要结合院校自身办学特色、专业特色及行业特

点，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探索适合自身的育人模式，将职业素养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生

产过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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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LI Weidu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Gan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chitecture，Lanzhou 73005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ntered an important stage of improving image and 

quality. The level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index o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school running mod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the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needs of industry posts and the school teaching mode, the insufficient linkage educ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lack of follow-up in the evaluation and appraisal of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affe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the analysis of thre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e,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put forward the “three integration and two guidance”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framework,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vocational qualit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creating a cultu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uilding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reflecting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growth,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enrollment, classified enrollmen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out class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quality;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multivariate eval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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