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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2 年 3 月

提高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

能和培养职业精神融合途

径研究

特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6 月

科技型中小企业人才需求

与职业教育人才供给改革

研究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9 年 8 月
中等职业学校职业体验课

程开发与实践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7 年 8 月
示范校重点建设内容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探索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2017 年 8 月
基于微课程的职业教育任

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研究
一等 河南省教育厅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7 年 05 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 2018 年 10 月

完成：2018 年 09 月

1. 成果简介

国家对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培养提出新要求。为有效破解中

职院校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理念滞后、双主体融合不深、融合路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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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问题，项目组以省级特等奖《提高职业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

精神融合途径》为基础，以 11 项省级教改项目为依托，历经 6 年研究和

实践，基于新理念、新策略，创新实施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双主体

六融合”途径。

（1）形成“双元育人、德技融合"育人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等为依据，聚焦学生全面发展，确立校企“双主体”育人地

位；以技能为核心，以精神为灵魂，培养德技双馨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

（2）创新“三场境六递进”人才培养策略。校企全链条贯通“课堂

学习、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三个学习场境，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单

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课堂到岗位、从学习到生产，从学生到职业

人”六个递进策略。

（3）创建“双主体六融合”途径。一是重构“四层次六模块”课程

体系，通过专设课程、融入职业精神元素，在体系中渗透融合。二是创构

“四层三境三改三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贯通“基础、拓展、实践、创

新”四层课程体系、“课堂学习、认知实习、岗位实习”三个学习场境、

“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保障、“学校、企业、社会”三方主体评

价，在模式中贯通融合。三是构建“纵向联动、横向融通”大赛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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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赛内容、规则和评价体系融入职业精神元素，在大赛中牵引融合。四

是形成“三多一发”评价机制，融通“岗课赛证”，在评价中驱动融合。

五是推动校企共同成立合作组织、制订促进措施、共建实训基地、研制人

培方案、制订课程标准、搭建“六位一体”平台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支撑

融合。六是打造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化聚合"

场域，在浸润中升华融合。

成果获省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基于成果

理念研发国标、编写国规教材、开发精品课程；在国培班、省市骨干教师

班讲座 60 余场，指导学校百余次，覆盖院校 300 余所，受益师生年均超

过 20 万人。合作单位郑州科技工业学校学生近三年获全国技能大赛、省

级文明风采大赛各 17 个奖项；2 个教师团队在全国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奖；

先后获全省服装行业育人奖、全国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奖、全省职教示范性

校企合作项目单位、协同育人基地、中职“双高校"；广东、福建等省，

新加坡等地职业院校到学校考察；凤凰网、中国青年网、河南经济报等 17

家媒体报道。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中职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理念滞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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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融合的理论根源，从根本上解决融合原理缺失问题，为破解现实困境

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解决中职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双主体融合不深问题。主

要研究和实践校企双主体如何全链条贯通融合策略，从策略上破解校企双

主体融合不深问题。

三是解决中职院校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融合路径不明等问

题。主要包括：现有课程体系渗透偏少、人才培养模式贯通不够、全员化

大赛机制牵引不力、评价机制驱动力弱、融合平台支撑不足、文化浸润融

合不显著等问题。

（2）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是面向新时代国家战略要求，创新育人理念。以省级教改项目为依

托，通过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双元育人、德技融合"育人理

念，培养德技双馨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是发挥校企双元育人作用，创新“三场境六递进”策略。校企全链

条贯通“课堂学习、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三个学习场境，实施“从理论

到实践、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课堂到岗位、从学习到生产，

从学生到职业人”六个递进策略，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深度融合。

三是聚焦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实施“双主体六融合”途径：①优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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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构，构建“四层次六模块”课程体系，开发相应课程与体系融入职业

精神元素结合；②聚焦育人目标，创构“四层三境三改三评”人培模式，

在模式贯通中实现融合；③构建“纵向联动、横向融通”的全员化技能大

赛运行机制，推进技能大赛全员化、文明风采大赛现场化、素质能力大赛

特色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普及化；④构建“三多一发"评价机制，

推动多元协同评价主体、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多样化评价方式和基于诊

断与改进理念的发展性机制相结合；⑤搭建“六位一体”校企合作平台，

成立校企合作专业委员会，共研人才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基地等，机制赋

能，支撑融合；⑥打造“四化聚合”场域，营造校园文化融合氛围，文化

浸润融合。

四是加大推广力度，惠及更多师生。①将成果理念广泛应用到国家课

标、专业教学标准研发和国规教材编写中；②受邀参加教育部职教中心所

组织的专家培训，面向全国宣讲成果理念，并在江西等省作专家题报告；

③在国培班、省市骨干教师班专题讲座 60 余场，指导学校百余次，覆盖

院校 300 余所，受益师生年均超过 20 万人。

3.创新点

（1）育人理念创新。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萨兰奇科

的资源依赖理论、艾尔德的个人能动性原理等，站位新时代要求，聚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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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全面发展，确立“双主体"育人地位；以技能为核心，以精神为灵魂，

形成“双元育人、德技融合”育人理念。

（2）融合途径创新。基于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全链条贯通，创新

性提出了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双主体六融合”途径。

一是课程体系渗透融合。通过设置“四层次六模块”课程，即基础、

拓展、实践、创新四个层次，公共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方向、综合实训、

岗位实习和选修课等六个课程模块，促进课程体系渗透融合。

二是培养模式系统融合。通过构建“四层三境三改三评”人才培养模

式，即“基础、拓展、实践、创新”四层递进式课程体系、“课堂学习、

认知实习、岗位实习”三个学习场境融合途径、“教师、教材、教法”三

教改革保障、“学校、企业、社会”三方评价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

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充分融合。

三是大赛体制牵引融合。通过构建省、市、校“纵向联动”，校、企、

行“横向融通”的全员化技能大赛运行机制，推进技能大赛全员化、文明

风采大赛现场化、素质能力大赛特色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普及化，

实现载体全面牵引融合。

四是评价机制驱动融合。通过构建“三多一发”评价机制，即多元协

同的评价主体、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多样化评价方式和基于诊断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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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理念的发展性评价机制相结合，有效驱动了融合。

五是平台机制支撑融合。依托校企双主体，共同出台促进措施、成立

合作组织、共建实训基地、搭建创新平台、研制人培方案、制订课程标准

等，发挥“六位一体”校企合作支撑平台的耦合作用，有力支撑了融合。

六是四化场域浸润融合。打造“四化聚合"场域，以物质文化为基础、

制度文化为保障、精神文化为核心、行为文化为形式，通过基地、规则、

环境、活动赋能，强化职业精神融入，营造校企互融校园文化氛围，合力

促进了融合。

（3）实践应用创新。采取试点先行、分步实施、全面推进，开展实

践应用。聚焦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双主体六融合”途径，探索各具

特色的实践创新。如合作学校郑州科技工业学校以课程为根，重构课程体

系，开发《大国工匠》《职业体验教育》等课程；以模式为核，演绎出 “四

室九段”人才培养模式；以平台为基，积极推进现代学徒制，双向发力、

组织协同、共融共享等。学生综合职业能力显著提升，合作单位实现了高

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

4.推广应用效果

（1）政府部门充分肯定。成果被评为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特等

奖，相关成果被评为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6 项。国内知名专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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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特聘教授睦依凡教授对成果给予高度认同。

（2）学校应用效果显著。成果在郑州、洛阳等半数以上省辖市以及

河南信息工程学校、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等多数省属职业学校推广应

用。学校围绕“双主体六融合"途径开展实践，一是优化“四层次六模块"

课程体系；二是实施“三场境六递进”策略，创新“四层三境三改三评" 人

才培养模式；三是实施“纵向联动、横向融通”的全员化技能大赛运行机

制；四是强化“三多一发''的评价机制导向作用；五是发挥校企合作支撑

平台作用；六是校企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融合氛围。实践表明，成果

有力促进了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融合，学生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

明显提高，学校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升。近几年我省中职学生在全国技能

大赛中获奖率 80%以上，省级全员化技能大赛、文明风采大赛、素质能

力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率先并行举办，影响较大；合作单位郑州

市科技工业学校，在近三年全国、全省技能大赛和文明风采大赛活动中屡

夺佳绩，分获 17 个奖项，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2 个教师团队在全

国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奖；学校先后获河南省服装行业育人奖、全国职业院

校 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奖、省职教示范性校企合作项目单位、协同育人基

地、 全省中职“双高校”。广东、福建等省，新加坡等地职业院校到合

作单位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考察，产生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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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推广价值彰显。参加全国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和专业教

学标准研发 2 部；主编“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教辅 2 部；编写和获奖

教材 5 部、参编著作 1 部；省级精品课程 1 门；公开发表学术论 30 余篇。

受邀参加教育部职教中心所组织的新课标培训，面向全国宣讲成果理念；

成果理念广泛讲授于国培班、省市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省级“双师型”培

训班、“1+X”证书培训班等，专题讲座 60 余场，指导学校课程改革、

技能大赛等百余次，覆盖全省 300 余所中职院校，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受益师生年均超过 20 万人。

（4）媒体报道影响广泛。成果在凤凰网、中国青年网、腾讯网、中

原 经济网、映象网、河南省职成教网、河南经济报等 17 家融媒体专题报

道； 在郑州等省辖市举办的教研、培训活动中分享研究成果；合作学校

针对该 成果开展的教研、竞赛、人才培养模式研制等活动在媒体报道 17

余次，在 中职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