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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ociety is in transition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to the “talent dividend” period, bu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total amount and proportion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and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the training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ther prominent 
problem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epening skilled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docking job demand, establish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standards, reconstruct “four elements” curriculum system, expand “post class”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t cohesion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1 + X” certificate certification, form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training teaching mode, make the talent training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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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正由“人口红利”期过渡到“人才红利”期，但高技能人才的总量和比例仍与实际要求存在一定差距，高技能人
才培养在供需匹配、校企合作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问题突出。论文阐述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深化产教融合，对接
岗位需求，确立专业人才培养标准，重构“四要素”课程体系，拓展“岗课”一体化教学模式，重视职前职后衔接发展，
实施“1+X”证书认证，形成符合职业能力培养规律的教学模式，使人才培养紧跟社会经济发展，为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
人才队伍，实现人才红利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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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行各业对从业者的技能

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面临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背景，要

追求发展质量就要不断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创

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因此高职

院校在人才培养中要与企业合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

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充分形成人才红利，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建设。

2 问题的提出

据教育部统计，2022 年普通本科及高职专科院校在校

人数 3496.13 万人，其中高职院校在校生 1590.10 万人，占

高校学生总数的 45.65%。在“人才红利”的形成过程中，

最新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等

教育的重要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必不可少。中国社会正

开始由“人口红利”阶段过渡为“人才红利”阶段。

论文着眼于高职学生，研究在“人才红利”视域下培

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探索融合发展模式，坚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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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职学生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3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高技能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备逻辑与实践要

求，构成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价值论和方法论遵循。校企合作

是发展较早的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高职院校中校企合作机制

本质上要求高职学生深入企业内部，展开相应的学习交流及

各类合作，在校企双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之下，专注于学生

的综合能力提升，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利用企业资源来进

行就业实践活动 [1]。

3.1 选择优秀校企合作企业要结合实际需要
高等职业院校在建设校企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学校要

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把人口转化为人才，要考虑

三方面因素：学校培养能力、企业岗位需求、学习主动性。

人是关键因素，学生具备自我发展方向，选择自己需要的专

业，到自己理想的行业，学校与企业都要做好引导。校企合

作机制中，首先学校要找到优秀的合作企业，让高职学生能

够在优秀企业里进行实践锻炼，巩固学校所学知识，以此促

进学生职业技能的发展，成为企业所需人才。学校还要了解

对应的企业行业影响力、人才管理模式，与最符合要求的优

秀企业，商讨融合模式，实现“人口到人才”的转化。企

业要确定学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办学实力、

学校专业优势程度、学校发展潜力等方面，充分了解学校与

职业，以利于学生到职场的过渡，形成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 

人才 [2]。

3.2 校企合作中要建立互惠互利的双赢机制

3.2.1 建立技能证书互融的联结机制
要使人口成为人才，符合企业岗位需求，从职业技能

角度出发，人才具备技能证书，适任相应岗位。“课证融通”

在校企合作方面，可以拓开双赢思路。技能证书由国家职能

部门在学生通过学习培训评估考试合格之后予以发放，企业

在用人时，要求员工持证上岗。学校按照行业规范制定培养

计划及培养内容，行业部门根据计划按照职业考试大纲出具

试题，试题通常包括理论部分和实操部分。考试通过之后，

由企业安排实践学习，在规定的实践时间之后，按照行业部

门的管理方法，撰写实践报告再由行业部门审批，合格后再

颁发技能证书。

3.2.2 建立人才管理方面的双赢机制
采用技能证书互融的联结机制，要配套相应的人才管

理机制，实现双赢。校企合作中，学生没入职企业正式员工

前，具备学生身份，但又在企业里承担适当实践工作。对企

业而言，企业付出管理成本，存在生产安全风险；对学校而

言，在当前形势下，学生的安全是学校重点关注的事项，教

育部为此也出台相应的指导方案。为了缓解这方面问题，双

赢机制就涉及高职院校与企业的人才管理层面，也是校企合

作的人员保障机制。

3.3 多方面拓展校企合作的内容
高职学生转化为人才，离不开学校与企业的共同协作，

使学校培养的人符合企业需求，使企业获得符合行业标准的

技能人才。当前二者合作形式有单一化倾向的问题，对此问

题应在多方面拓展合作内容，完善校企合作的内容。我们主

要从人才培养的下列方面，便于高职院校和企业无缝对接，

实现将“高职学生的人口转化为人才”这一目标，校企合作

可引入多种内容。

3.3.1 合作形式的拓展
“校企合作”的概念最早在 2006 年提出，至今出现了

校企双创融合和校企产教融合发展状态。产教融合是目前较

为成熟的范式，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有“一校一企”“一

校多企”及“多校多企”的合作形式，从企业角度而言，也

存在“一企多校”的合作形式。学校根据行业特点，强化企

业所需专业的合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提供极为丰富的实践

平台及学习机会，尤其是行业新技术新规范的出现，高职院

校需要与时俱进，要建立起“人才培用”联结机制，育人路

径以校企联合培养为主、育人导向以企业的人才需求为主，

将人才的培训、人才的使用联合起来，实现项目合作、人员

交流、技术创新，使高职院校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得到最大限

度地提高，促进学生向人才方向转化。

3.3.2 合作内容的拓展
职业教育要做到“三全育人”，注重人才培养导向，即“为

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从人才素质和人才

能力方面进行把控，将校企合作内容拓展。校企合作的全员

育人，学校教师和企业带教老师参与。校企合作的全程育人，

高职学生从人口变为人才，在学校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练就

专业技能，成为企业工作岗位的合格人才。学校与企业可合

作组成技能评定委员会，按照行业要求，为保障专业性，企

业专家、校内专业骨干教师、行业专家等共同组成校企合作

技能评定委员会，由双方共同拟定评定方法，确保人才的全

程培养和考核。

3.3.3 合作管理的拓展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和企业的用人标准在行业上

趋向一致，按照“全程育人”的思路，学校和企业在管理方

面需要沟通与协作。产教融合在校企合作的管理方面做了有

益探索，校企合作中对学生做系统化的管理。产教融合中有

双向互融的特点，管理过程中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高职院

校普遍开设顶岗实践课程，课程前期是专业基础知识与技能

学习，后期是到企业岗位中实践锻炼，如果企业与学校实行

订单班，相应的学生在完成实践课程后可以直接成为企业

员工。

4 人才红利视角的高职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4.1 校企合作中根据企业需求设置专业

4.1.1 确定专业设置，专业设置是校企合作的关注点
采取校企合作的形式有多种，人口转化为人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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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人才具备专业技能，满足岗位需求，因此学校和企业

均充分做好调查，设置专业或专业群。学校培养的人才，要

在企业岗位上才能施展技能，体现人才价值，学校相应确定

人才培养方向，契合企业需求。

4.1.2 确定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人才的高技能契合岗

位需求
行业要求是人才培养标准的导向，拟定人才培养标准

时，重点对接三级就业岗位，即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终端服务”。其中，研发设计涵盖技术创新、技术开发、产

品或服务拓展；生产制造涵盖有形与无形产品制造、成品；

终端服务主要面对客户，提供售后服务。人才培养中以“扎

实的专业实践技能，够用的专业理论知识，全面的综合职业

能力”为脉络，明晰化人才培养体系，对应企业相应岗位需

求，把关键指标融进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为企业培养“下得

去、用得上、离不开”的技能人才 [3]。

4.2 校企合作中根据岗位能力需求重构课程体系

4.2.1 课程体系对接岗位需求
校企合作的内容，人才培养标准制定要有示范性，课

程体系的重构注重四点：选择标杆性企业；选择典型岗位；

切入岗位工作任务；理解职业能力素养。作为人才培养体系

中的环节，选择标杆企业及行业岗位，有利于课程体系的规

范化，岗位的具体工作任务分解，包含生产细节、服务细节

流程等。职业能力素养是综合概念，涵盖职业技能、敬业精

神、劳动精神等。课程体系中的内容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

开设基础共性课程，融入基础知识；第二阶段开设关键技术

课程，训练综合技能，融入专业知识；第三阶段开设岗位相

关的应用课程与应用技能实践。

4.2.2 课程体系适应新发展
课程体系的制定，要实现新技术课程化，新技能课程化，

新素养课程化，将相应内容融入课程标准，助力人才红利的

转化。课程标准根据校企合作的专业内容制定，将新技术新

技能融入其中，研制新课标或修订原课标。开发活页式教材，

教材出版后会出现有些内容不符合企业需求，教材内容要体

现新技术新技能新材料，企业的创新知识要在教材补充内容

之中，适应企业发展方向，对课程项目内容进行再归类、再

整理，适应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人才红利的转化

与时俱进。

4.3 校企合作重视职前职后衔接，施行“岗课”一

体化教学
①培养初段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加强应知应会学习，

夯实基本技能。在教学模式的实施中，引导初段学生总体领

会所学专业的文化内涵，更新和补充专业文化内容，循序渐

进地深入向专业学习。

②强化中段学生的岗位核心能力，拓展“岗课”一体

化教学，提升学生综合技能。拓展“岗课”一体化教学，加

强教学组织，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对于相应的师资力量，要让教师参加一体化

教学的专项培训、承担一体化课程开发项目，加大一体化教

师能力培养，让教师理解合作企业的岗位要求而研究教学方

法，提高一体化教学水平。

③提升高段学生专业适应能力，达到行业考核要求。

对高段学生，实施过程中以项目实践为着力点，与企业合作

开发综合技能专题、典型技术专题、高新技术专题等实践科

目，着重培养学生独立开展工作和学习的能力，能够解决实

际问题。

④搭建专业评估体系，实施“1+X”证书认证。实践中

对企业人才成长路径的跟踪与分析，按照行业或企业专项职

业能力、职业资格、创业能力认证规范，在学历教育的基础

面向“1+X”认证，培养高段学生完成专业核心职业资格认

证，为后期进入企业提供职业资格，提升和拓宽高职学生就

业能力。

5 经验与反思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随之变

化，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依据评估体系，通过专业评估、

毕业生就业情况反馈、企业满意度调查等数据收集方式和定

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数据分析方式，了解“岗课”综合育人效

果，弥补传统人才培养对企业岗位需求只能“适应”而不易

做到“满足”的缺陷，始终以服务企业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目标为导向，显现人才红利 [4]。

实践上，在课程实施前对课程体系的目标、标准、结构、

内容、方法、资源等进行不同主体角度的评价，在评价结果

使用上，要构建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依据教学效果和过程

性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教材内容更新上，如

何让企业既能提供更新内容又能维护产权利益，需要进一步

完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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