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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各方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作为人

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之一，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高职院校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由于培育模式较

为落后、培育侧重点存在偏差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部分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这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也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对此，本文将对高职院校时

代新人培养的若干路径进行探析，以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为时代新人的成长奠定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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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parties in the society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alent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ths for talent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However, in the actual talent training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ue to the backward cultivation model and the devi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focu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talents 

cultivated by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dapt to the new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ut also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several paths for the training of contemporary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owth of newcomers in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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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升级的推动下，社会各方对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

求，其不仅要求人才具备丰富的专业知

识，还应当具备创业能力、工匠精神以

及创新精神等各项能力，为顺应这一社

会发展变化，高职院校在教育模式与教

育目标上做出了相应的改变，旨在充分

发挥自身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但是，

在实际的优化探析过程中，高职院校人 

6 结语 

X证书是对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

范、新要求，对接市场需求，对接职业

标准的桥梁。做好“融合”工作，能促

进会计专业加快转型升级，重建人才培

养模式、深化“三教”改革、改变单一

的评价形式。相信做好这一切，培养的

人才质量必然高。人才质量高，学生好

就业；能招到适岗人才，企业乐意收；

培养的人才供不应求，院校攀升知名度，

一举三得、三方皆喜。期待1+X证书制度

助力“会计人才培养”拥抱新时代，迎

接新朝阳，焕发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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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对此，本文

将从三个方面对高职院校时代新人培养

进行分析，旨在通过探析人才培养路径

优化的必要性，提升高职院校对路径优

化的重视程度，并立足于所存问题对具

体优化路径进行分析，以促进高职院校

时代新人培育有效性的提升。 

1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优化

的必要性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的必

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各个行业对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显著提升，而传统的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模式中，教育的重点集中

在理论知识传授，相较而言，对学生

创业能力、工匠精神等方面的培养处

于相对缺失的状态，使其培养的人才

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优化的必要

性；二是人才成长的需要，在生活质

量与品质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学生获

取知识内容的路径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高职院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

学生需求的贴合度偏低，使得学生对

高职院校课程内容接受度偏低，进而

使得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降

低；三是院校竞争的需要，随着时代

的发展，高职院校间的竞争逐渐转化

为人才培养质量的竞争，通过人才培

养模式的优化，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

提高，进而达到提高高职院校竞争力

的目标。 

2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所存

问题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所存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重视程度偏

低，目前，高职院校的主要责任在于人

才培养与输出，但是，部分高职院校存

在过度追求招生人数的问题，更多强调

招生人数的数量，对人才后期培养的重

视程度相对偏低，再加之部分院校的人

才培养目标明确度偏低，使其所培养的

人才存在社会市场适应性偏低的问题，

进而难以达到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目标；二是培养模式固化，目前，

部分高职院校存在人才培养目标、标准

以及模式守旧的问题，这对人才培养的

最终质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三是

资源利用率偏低，主要表现为部分高职

院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并未适当结

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周边区

域的教育资源，使其设置的专业课程难

以贴近时代发展变化，所开设的课程存

在陈旧度高等方面的问题，难以适应学

生发展以及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四是

经济投入不足，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

移，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设备出现老化、

陈旧等方面的问题，而部分院校由于资

金投入不足，使得部分教学设备难以得

到及时的更换，学生依靠陈旧的硬件设

备进行学习，难以促进其专业知识能力

的升级成长，进而对高职院校高质量人

才培养产生不良影响；五是师资力量薄

弱，部分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师本身教学

能力偏弱，且并不具备企业工作的实际

经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更多依赖

于教材本身，使其教学内容存在与时代

脱节的问题，进而对时代新人的成长产

生不良影响；六是实践偏少，主要是指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侧重于知识理论传

授，相关的实践培养课程处于相对缺失

的状态，进而对人才综合能力的提升产

生不良影响。 

3 高职院校培育时代新人的路

径探究 

3.1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方向

指引 

针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高职

院校应当格外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中

心”确立，高职院校应当将教学作为中

心，为教学改革奠定基础；二是办学理

念的优化，高职院校应当结合院校的优

势，树立独具特色的立校理念，并通过

树立开放式办学理念的方式，为院校的

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在通过树立学生

中心地位、优化教学服务以及强化教学

质量的方式，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

式的优化创新。 

3.2时代发展融入课程，显示时代

担当 

高职院校应当结合时代发展对课程

体系进行优化，为人才适应性的提高创

造条件，在具体的优化过程中，高职院

校应当格外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课程

设计，高职院校应当重视公共基础课程

的搭建，严格按照时代发展需求和人才

需求构建公共课程体系，再借助专业特

性对专业课程进行完善，以保障人才的

专业能力与基础技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

要；二是多层次培养，高职院校应当顺

应学生的发展特点，实行阶段性的课程

安排，具体表现为互通课程、专业课程、

实践课程以及自主选课等多个课程，以

保证课程安排符合学生阶段性成长的特

点，在必要情况下，高职院校还可以通

过与行业、企业等多方力量进行合作的

方式，将学生带入到实际岗位之中，促

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3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推动课程

改革 

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

下，社会各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程度显著提升，人才作为未来生态文

明建设的责任承担者，通过将生态文

明理念融入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体系

中的方式，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对此，在融入的

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当格外注意以下

几方面：一是通识资源的整合，具体

表现为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应当

将生态文明哲学思想、生态文明行为

习惯、理念教育以及历史文明教育等

各方面内容融入到课程体系之中，为

生态文明教育的落实奠定基础；二是

专业课程资源的整合，高职院校应当

对教育资源进行充分挖掘，通过将生

态文明思想融入到专业课程中的方

式，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课程的细致化，

促进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感知度的提

升；三是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校园生

态环境构建能够为生态文明教育的落

实与完善奠定基础，具体表现为通过

完善教学场所、生活场景以及景观建

筑的方式，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为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的提高奠定基

础，同时，高职院校还可以将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到办学理念、校风校训中



现代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5 

Modern Education Forum 

的方式，借助校园文化激发学生的生

态文明构建意识。再者高职院校还应

当构建相应的制度文化，为高职院校

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授提供重要保障。

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获取的

知识内容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高

职院校应当立足于学生的实际需求，

借助微信公众号、网络共享等方式，

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知识，促进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3.4重视创业课程优化，培养综合

能力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

会各方对人才创业能力的要求逐渐提

升，对此，高职院校应当强化对创业能

力培养的重视，并对创业课程进行适当

的优化，具体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

是人才培养理念优化，高职院校应当明

晰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于培养复合型人

才，主要表现为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意

识的培养，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课程方案设计，高职院校应当将创

业教育纳入到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并通过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考核机

制的方式，为创业教育的落实提供重要

保障，同时，高职院校还应当引导学生

工作就业处做到牵头工作，将创业就业

工作放置到教务处，将创业人才培养放

置到学科教学的高度，达到提升学生重

视程度的目标，在必要情况下，高职院

校还应当将创业教育融入到实践教学之

中，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创业项目，并在

校园内进行孵化，促进学生专业综合能

力的提高。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社会各方对人才的要求显著提

升，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路径

的优化成为必然趋势，对此，高职院校

应当明晰路径优化的重要性，立足于时

代发展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法进行

优化，并通过将生态发展理念、创业课

程等各方面融入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体

系中的方式，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提高，为学生市场适应性的提升奠

定基础，为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基

础性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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