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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有责任为地方经济

的发展提供人才，而家政学专业的职业化特征很符合高职

院校培养应用型技术类人才的特点。因此，高职院校开设

家政学专业既是解决家政市场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旺盛的必

然选择，又是地方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政学教育开始蓬勃发展。1988

年 2月，中国第一所传播家政知识的“武汉现代家政专修

学校”在武汉成立；1993年吉林农业大学创办了“家政教

育专业”函授大专班；1997年在吉林农业大学人文政法

学院成立了家政研究所，并创办了《家政与生活》杂志；

1998年申报的以家政学为主要研究方面之一的社会学硕士

点得到批准招生；2003年吉林农业大学家政学专业本科被

国家批准正式招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仅有 30多所

高校开设了家政学或与家政相关的专业，其中，本科类院

校 5所，高职高专院校 20余所。家政专业人才培养逐步走

向规范化，但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家政专业在近百年的

发展中招生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持续存在，发展规模、

速度受到严重制约。

发展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家政学专业得以发展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价值观念都发

生了重要变化，人们对家庭生活的关注已从物质生活转移

到精神生活，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对家政人才多样化的

需求催生了家政行业的繁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期，快节奏的生活、三孩政策的开放、老龄化时代的来临

以及国际家政行业的趋势，助推了家政行业的快速发展 [2]。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

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连续

保持 20%以上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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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目前市场对家政服务有了多样化的新要求。比如，婴

幼儿养护方面，需要婴幼儿科学喂养、家庭营养配餐等的专

业服务人员；在空巢老人看护方面，需要具备心理学专业的

科学生活照料的专业人才 [3]。而现实中中国家政服务人员主

要以 18~55岁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和城市下岗职工女性为

主，其基本服务技能主要停留在“扫、 带、烧”等低服务

层次，很难满足社会经济极大发展后雇主的更高层次需求。

王丛漫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的一项调查显示，家政服务人员

的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的占到总调查人数的 81.5%；高中或

中专教育的人数占比仅为 15.6%；其中参加过家庭服务方面

培训的仅为 39%。显然，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中、

高端家庭服务业专业型人才的匮乏可见一斑。

2016年国家把“家政护理”专业设立为国家紧急人才

培训，2006中国人民共和国年教育部等 6部委将家政护理

确定为国家技能紧缺型人才培养专业，足以说明国家的重视

程度。2017年国家组织“家政技能培训助推精准扶贫”带

领很多的农村人从贫寒到成为家里的顶梁柱，2018年国家

再次发出声明“让家政业成为爱心工程”。

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 4400亿元，同比增

长 26.0%，2015—2017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5.9%。2018

年国内家政服务市场规模约 5540亿元，其中简单劳务型市

场规模为 3751亿元，知识技能型市场规模为 1753亿元，专

家管理型市场规模为 36亿元。全国约 70%的城市居民对家

政服务有需求，家政服务业蕴含着万亿级的消费市场，有巨

大的市场潜力，预计到 2025年家政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到 1.4万亿元。在中国大中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家

政服务市场能够提供形式多样，质量满意的家政服务。发展

家政服务业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对开发就业岗位，对解决

妇女就业及再就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家政服务属于高频消费，有着贴近消费者、受众广泛

等特点，因此家政服务业在产业链的延伸和跨界发展方面有

着独特的优势。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家政

服务大众化将越发凸显，服务“平民化”将成为常态，未来

服务费用大幅增加的空间并不大；另一方面，家政服务业发

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多资本介入，需要高素质高技能

的人员。与市场刚开发阶段相比，家政行业的进入门槛已相

对提高，现在的家政服务业已从粗放型经营走到了精细化、

规范化经营阶段。在家政服务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的同时，

需求的层次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职业化、高技能、高素质

的家政服务人才为广大用户所期待。未来家政服务业将呈

现规范化、职业化、智能化、品牌化、跨界化发展的趋势。

家政服务行业将逐步发展壮大，产生一个巨大的家政服务产

业。高校培养家政服务人才，特别是高端管理人才的不断输

出有助于我国家政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深入进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构建教学一体化模式，建设专兼结合、技术精湛的教

学团队；校企共建家政服务业实训基地，促进家政服务与管

理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输送适应经济和家政事业发展

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为家政服务公司、养老机构、为地区

经济、为社会发展服务。

在职业院校家政服务与管理教育中不断探索和研究适

合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模式，将家政服务与管理

理论知识、实操技术和实战能力有效结合，培养具有崇高价

值追求、富有社会责任感，能胜任一线服务和基层管理工作

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根本目标，建设家政服务与管

理专业仿真实训中心，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学设施和仪器设

备，探索创新开发家政服务与管理实训中心的服务功能。

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努力打造一支整体素质高、结构

合理、业务过硬、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兼结合的“双

师型”师资队伍，包括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师、母婴保健

教师、康复保健教师、心理学教师、营养学教师、养老健康

照护实训教师等，并聘请健康服务相关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

师。而以协同育人为特征的校企合作班，学校知识导师与企

业技能导师共同实施教学，知识导师负责专业理论知识传

授、技术与基本技能培养，技能导师负责岗位技能训练。

地方高校开设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为社会培养具有

崇高价值追求、富有社会责任感，能胜任一线服务和基层管

理工作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起搏器，

更是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期待家政服务行业

在未来持续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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