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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there exists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mployment demand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costs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employment 
costs fo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time connotations of vocational key 
competenc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vocational key competencies which required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By analyzing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top-down design, the absence of unified standards and frameworks,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key competencies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reshaping management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oriented , 
reconstructing a four true teaching system, establishing a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that collects comprehensive data on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by using the Iceberg Advanced Model of Competence, reorganizing the teaching staff to maximiz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break down subject barrier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advanced abilities of teaching mode by creating a digital environment. 
These measures aim to cultivate students’ vocational key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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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当前，企业的用人需求和高职人才培养之间存在
结构性矛盾，这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人才培养成本和企业的用人成本。本文从核心素养研究的发展史和职业核心素养的时
代内涵出发，总结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所需的职业核心素养。通过分析我国职业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缺少顶层设计、没有统
一标准和框架等问题，提出重塑“以生发展为本”的育人理念，重构“四真”教学体系，使用素质冰山进阶模型构建学情
全过程采集的教学评价体系，组建虚拟教研室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基于数字课堂创设“技能进阶”式教学策略，以此培
养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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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的数字化、绿色低碳化转型升级，

给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培养更多适

应时代发展的新质人才。新经济社会下的学生应具备什么核

心素养，如何培养具备此类核心素养的人才，全球不同的组

织和研究者都对此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我国对核心素养的研

究多数集中在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在职业教育领域还未有

明确的核心素养框架 [1]。职业教育是源源不断培养质量优良

的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铜腰”[2]。据

2023 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高职学校 1547 所，招

生数为 555.07 万人，占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的 53.2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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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根据《中国职业教育发

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高职总体毕业生去向

落实率为 91.88%，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对口率为 72.17%，

对口率比落实率低了 19.71%。高职人数占据了高校学生的

半壁江山，当前却存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用人需求的

冲突。职业教育有别于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

育，与经济发展直接对接。因此，探讨如何培养适合企业需

求和学生个人发展的职业核心素养对挺直教育的“铜腰”至

关重要。

2 核心素养的研究背景和职业核心素养的时
代内涵

2.1 核心素养的研究背景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事实上，核心素养最初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于 1977 年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的核心素养

模型，其内涵包含探索、参与、理解、批判思考和创新，

旨在解决 21 世纪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知识、能力和情感态 

度 [3]。2000 年，该组织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被称为“教育

界的世界杯”，它使得核心素养不仅局限于教育的领域，

而派生出社会进步、综合国力、政治筹码的效应 [4][5]。

2002 年，美国创建 21 世纪技能联盟（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P21），启动 21 世纪核心技能研究项目。

2005 年，欧盟发布的《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Key 

competence: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向各成员国推

荐 8 项核心素养作为总体教育目标和教育政策的参照框架，

每一素养都从知识、技能与态度三个维度进行具体描述，这

也引发了各成员国对课程的改革 [6]。2007年英国在修订的《国

际课程》中明确了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包括跨领域的核

心能力和与学科领域相关的关键能力，并从课程目标、学科

重要性、关键概念、关键过程和内容范围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阐述 [7]。新加坡强调通过家校合作构建 21 世纪技能，以

推动国家发展。

我国对核心素养的研究始于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

牵头组织开展一项教育部重大课题，该课题主要对我国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生核心素养进行研究。2014 年 3 月教

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意见》，提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

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依据该核心素养体系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16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以‘科

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为核心，将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等

三个方面，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

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十八个基本要

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院和美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

合作，在美国国家教育协会提出的“4C 能力”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于2018年3月发布了“21世纪核心素养5C模型”，

包括“文化理解与传承、审辨思维、创新、沟通和合作”五

大素养，其中 C 是每个素养的英文首字母。

综上所述，人才资源竞争下各国都高度重视对核心素

养培养的研究，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国对核心素

养的定义还不统一，但都强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可持续

发展所需的、可培养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宏观且宽泛

的素养。

2.2 职业核心素养的时代内涵
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关系到毕业

生的学习质量和就业能力，对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具有重要

作用。职业核心素养直接与职业环境和职业岗位对接，具备

涵盖和联结其他素养的能力，包含了高职人才在进入工作岗

位并在该岗位持续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认知和

素养及其价值观等的集合 [8][9]，具有可迁移性和多功能性 [10]。 

其中，能力是内隐的心理系统，品格是外显的行为系统 [8]。

职业教育在为社会培养一批可持续发展的职业人才上，

既要“以人为本”，深度分析高职生的学情和契合人的成长

成才规律，又要凸显其“职业”属性，将职业所需的关键能

力和必备职业品格融入高职教育全过程。随着社会技术进步

和生产变革的影响，职业核心素养从原来只关注岗位胜任力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发展到对职业道德和个人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要求。从职业教育和职业发展视角看，职业核心素

养包含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素养、人文素养、专业技

能、团队协作能力、创新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等七大子素 

养 [11][12]。以上七大子素养的培养，是职业院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需求，可实现培养一批拥有坚定政治立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岗位胜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

3 职业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职业核心素养是一种宏观的育人目标体系，无法在教

学操作中直接具体地实施，所以需要将其内化到课程教学

中，并通过重构课程体系的方式加以实现培养。这是响应国

家政策文件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的本质需求，更

是数字经济的时代诉求。

我国的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取得了一

些较为显著的成果。如滨海职业学院通过与当地知名企业合

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并从精品课程群建设、资源库建立、

教学研究、社会培训课程和校际交流等方面着手，提高了学

生的职业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总体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

92.5% 以上，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基于“全人”培养的理念，围绕 4 个大类职业核心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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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构建了 8 个模块的高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通过开发

通识课教材、成立组织架构，以成果为导向实践改革，目前

其高职通识课资源库已成为在温州高职通识教育研究交流

与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并逐步向全国辐射 [13]。

通过调研发现，高职生乐于接受新事物和使用数字技

术解决初级问题，但受职业核心素养和社会生活方式等的影

响，在实践迁移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职业适应

能力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

然而，当前职业核心素养缺少顶层的设计，没有统一

的标准和框架，很多职业教育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

工作经历对职业核心素养内涵的定义和理解不尽相同，缺乏

科学性和系统性。虽然，我国职业教育在职业核心素养培养

上总体成效较好，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以下问题：

①教育价值观的不统一。当前主要的教育价值观有个

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 [14]，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经

济时代的变迁中，因社会和个人发展需求的不同，不当偏移

将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从而影响社会和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因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导

致教学资源在一些区域显得极为匮乏，这将影响实践的宽度

和广度，从而影响学生的实践能力。③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融

入课程教学的不足。受教学理念和时间的限制，高职教师较

少从顶层设计和具体教学环节上思考和落实如何将职业核

心素养融入课程教学中。

综上，受教师教学理念、学校及政府的制度、教学环

境及资源等的限制，职业核心素养培养成为当前职业教育亟

需解决的问题。基于当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状和

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提出了一条实践性、职业性和以人为

本性强的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路径，以期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

一条可供参考的人才培养路径。

4 职业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4.1 “以生发展为本”，重塑育人理念
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

满足各行各业的岗位需求，力争实现就业与岗位需求“零间

隙”对接。产业结构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要求在

不断变化，但是对人的核心素养要求变化不大。数字经济强

调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知识应用能

力。以往片面追求培养一批胜任流水作业的熟练技术工已不

能满足数字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高职教育作为直接对接企业的教育，在“培养什么样

的人”上应回到育人的逻辑起点。“以生为本”，正视学生

的个体差异。很多高职学生在来到学校后，因为成绩的原因，

多少在学习上会有一定的自卑，他们大多数不能悦纳自己，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惑，但又渴望提高自己。我们可以运用

“长板原理”，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势能力，提高学

生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发展能力，利用学生的优势发展，让

学生找到自信心，并愿意和有信心在所学专业上持续深耕。

基于“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育人理念强调突出培养学生的职

业核心素养，如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以利于学生在职业上可持续发展，减少培养人的资源浪费。

4.2 还原企业情景，重构教学体系
职业核心素养具有情境性、生成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13]，

职业教育应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遵循前瞻性、实时性和

精准性，把教学体系与企业真实情景和真实项目对接起来，

才能真正起到培养职业核心素养的目标。以校企共建共享共

创资源的方式，重构“四真”教学体系。

①建设数字产业学院“真环境”，让学生在真实企业

环境中感受企业文化，并以此作为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的载

体；②对接企业“真岗位”，避免局限于传统岗位的人才培

养，以此淬炼职业技能，减少人才与现实需求的脱节；③依

托校企合作“真项目”，在实际项目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职业

认知和认同感，缩短人才培养的周期；④实施员工业绩“真

考核”，将 KPI 考核应用于学生的职业素养考核中，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便于教学管理。

4.3 全程采集学情，重建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包含显性的知识和技能，隐性的岗位通用能

力、岗位认知和职业素养。基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使用

素质冰山进阶模型，对接岗位标准，构建学生身份逐级进阶

的教学评价体系。内隐的岗位认知和职业素养外化为可评可

测的素养考核点，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学生的差异性，

摈弃以成绩为主要评价的方式，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

合，注重增值评价，从而形成全面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评

价方式。通过学生、专业教师、数字教师、企业导师、行

业名匠的五元协同，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阶段成绩，

汇流于数智综合评价系统，积分量化形成数字化学生成长档

案，便于学生看到自己的优势和弱势，将评价科学化和数

据化。

4.4 打破学科壁垒，重组师资队伍
职业核心素养强调综合性，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跨学

科能力。通过跨学科和跨单位组建虚拟教研室，以课程的方

式实现师资队伍的重组，实现资源交互和利用的最大化。以

“立德树人”为目标，培养教师的职业核心素养认知和意识。

组织教师不定期到企业进行岗位锻炼，通过实地走访企业和

调研用人需求后，对职业核心素养的企业需求有一个深入的

了解，并将行业所需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融

入教学全过程，减少学生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脱节。教研

室以“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为主题，以形成一支“能说

会做擅导”的“双师队伍”，不定期开展交流会，以传帮带

的形式提高本教研室教师的整体水平。教师对职业核心素养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发挥的重要性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并能持

续探索如何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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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打造数字环境，重构教学模式
随着数字孪生、AIGC 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职业

教育的教学模式已悄然发生变化。当前的高职学生作为网络

的原住民，他们习惯用数字资源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如

何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以此提高教学的出勤率、抬头率和参与率。因此，打造数字

资源，重构教学模式，加强教师运用数字技术培养学生职业

核心素养的能力，对提高三维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具有重要的

作用。汇聚专业教师、数字教师、企业导师和行业名匠相结

合的“四师”团队，可以为学生提供共性问题及时答疑和个

性问题有针对性帮扶的学习服务。

针对多元化的生源，通过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搭

建数字产业学院和构建实训基地的企业环境，融入多种数字

技术，创设虚实结合的两重空间体验，可以有效提高课堂的

“抬头率”和“到课率”，提升教学效果，从而提升学生职

业核心素养。以企业真实项目实施为导向、项目难度逐级进

阶的方式，构建深度工学结合模式。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掌握程度分阶段分层次实施项目化教学，促进学生技能逐级

进阶、学生身份逐级提升，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达到岗位人才的精准培养。

职业核心素养是学生从事职业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与学生的就业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高职教师

需要把好“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之舵，重构与企业

紧密对接的教学体系，重建注重差异性和可持续性的教学评

价体系，重组一支具有交叉学科的“双师型”教研室团队，

创建充分融合数字技术的教学模式，以此提高学生职业核心

素养的培养，从而持续为国家输送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补足高技能人才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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