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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需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技能技术人才。中职学校专业建设的质量与经

济发展、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然而很多学校忽视经济与社会需求,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基于

此,文章围绕专业定位、课程优化、培训强化、教材创新、实训室建设、质量监测等六大领域持续实践

探索,旨在为幼儿保育专业建设提供粗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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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skilled technical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eeds. However, many schools ignor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resulting in 

problems such as redundant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wast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ix major areas 

of continuous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training 

reinforcement, textbook innovation, training room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monitoring, aiming to provide 

preliminary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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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产教融合。2023年6月13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

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提出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左右,

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在国家政策大

力推动下,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企业

与学校面临新的发展形势,逐渐呈现“单一”向“融合”转变

的新形态[1]。 

幼儿保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三年学校教育引导学生成

为幼儿教育或保育相关行业的服务人才。人才的培养体系不能

缺少行业的检验,否则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我校的幼儿保育专业

成立于2014年,现已成功申报为优质专业。但专业建设与行业要

求脱节是制约本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1 模式建构 

1.1建设意义 

1.1.1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的科学性是人才培养质

量的有效保障。本模式基于学生的六个发展过程设计三个学习

阶段,旨在强化学生的角色认知力、技能实践力、岗位胜任力,

从而推动专业学生综合能力提高。 

1.1.2促进园校深度合作。专业发展潜力与区域市场需求紧

密相连。本模式按照基础素养奠基阶段、生涯技能习得阶段、

园所实践提升阶段的连续发展,围绕专业定位、教材编写、教师

培养、实训场地、人才质量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制度共建、

平台共创、资源共用、利益共享四个方面推进校企全面融合,

促进园校共同发展。 

1.1.3增强学生职业能力。增强学生职业能力是专业有效建

设的重要目标。本模式以职业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学生成

长规律,将职业能力培养任务分解为角色认知力、技能实践力、

岗位胜任力三大能力,阶段性、连续性地融入到三年培养计划中,

使学生能力螺旋式发展。 

1.2模式概念 

本模式是指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宗旨,按照学生的成长

规律,从专业定位、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教师培养、实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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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考核六个方面建立制度、任务、过程、结果的一系列可复

制、可推广的应用框架及实施方法[2]。 

2 实践策略 

2.1遵循“市场+人才”需求,规划专业定位 

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质量技能技术

人员。社会需求的职业与人才就是职业教育培养的最终目标。

为培养契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对市场需求展开调研和研判是不

可或缺的。 

2.1.1以调研为工具,明晰专业建设痛点与难点 

根据我校专业建设需求,组织多名教师深入到行业一线,对

知名园所进行职业需求调研。通过对调研问卷的发放与分析,

明确行业对幼儿保育专业学生的典型任务、职业能力、岗位需

求、人才待遇等方面的真实数据,为专业建设方向及人才培养目

标提供了有效依据。 

2.1.2尊重学生发展需求,提升职业素养适配度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是决定学习

效果的关键因素。专业部教师对所有学生进行了不同主题的调

研,围绕未来发展、学习能力、家庭条件、人际交往、成长困难

开展调查,充分地了解职高学生各方面的特点,便于研究适合中

职生成长的关键因素。 

2.2基于岗位能力,创新课程体系 

2.2.1规划学习阶段,科学设置课程 

根据三年阶段规划,设计“基础素养阶段+生涯技能习得阶

段+园所实践提升阶段”三大学习阶段,按照三大阶段的专业要

求,创新“公共课程+专业课程+X课程”的动态课程体系。其中

的X课程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灵活调整,高一阶段的X课程为1+X

课程,即幼儿照护初级课程；高二阶段的X课程为早教课程；高

三阶段的X课程为专业拓展课程,如班级管理、行为观测等,高三

X课程只适用实习阶段学生。 

2.2.2瞄准岗位能力,创新核心课程 

X课程的职业对象为幼儿园或保育机构的保育人员。以保育

员的岗位能力为逻辑起点,分解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模拟真实幼

儿园环境,优化“工作任务+问题分析+合作解决+多元主体评价”

教学流程,创新“岗位+项目+保育服务”为主体框架的幼儿照护

课程。 

2.3加强多元培训,提升教师综合能力 

2.3.1以赛促教,提升专业能力 

教学能力比赛是了解新形势下国家对职业教育育人质量要

求的重要方式。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教师团队有效调整人才培养

方案,让课程围绕人培方案而设计,在课程与课堂目标关系、教

学内容分析、教学方法调整、教学效果评价、信息化与虚拟教

学等综合能力上有更多的思考与运用,促进教师更快提升自己,

引导教师主动学习、快速蜕变。 

2.3.2数智培训,强化信息技术能力 

加强人才数智化培训是新形势下国家或社会对人才的内在

要求。我们通过专家培训、教研展示、实训练习等方式不断加

深教师的应用能力,使希沃、学习通、AI等应用与技术逐渐出现

在日常课堂上,提升课堂的教育信息技术含量,让知识与情境、

落后与先进、人物与成长等立体生动,更能深入人心。 

2.3.3联动教研,加强政园校协同能力 

教学研究是提升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传统的教研活

动仅限于专业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我校创新教研形式,采用政

园校联动、校校联动的方式,建立政府与行业、幼儿园与学校的

交流平台,引导政园校共同交流、深入探讨,使学校理解行业人

才需求,为校企纵深合作提供更多机会与可能。行业也通过联动

教研感受到学校教育的质量与问题,挖掘潜在机遇。 

2.4开发核心课程,创新教材体系 

根据我校的专业建设需求,组织专业教师研究核心课程的

方向。结合调研结果与专业特色,选择“幼儿照护”与“早期教

育”两门核心课程。两门课程同时也可作为1+X课程的辅助课程,

增强课程体系的拓展性。 

教材框架设计以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专业团队着

眼于岗位典型任务,按能力的重要程度进行权重设计,形成不同

比例的项目章节,充分体现岗位核心能力；按照现代职业教育的

要求,丰富每一章节的思政内涵,以历史人物及背景、知识进阶

过程、概念溯源等内容融入到章节框架中；设计职业真实情境,

以情境问题引入,分解问题要素,解疑概念内涵,在具体问题中

多元思考,促进发散性思维形成。 

2.5建立工作坊,优化实训场所 

实训场所是提高师生职业能力的训练场地,按照岗位文化、

岗位制度、岗位设备、岗位能力等职业要素而设置,是用于师生

加强技能训练、增强职业素养的真实工具场所。结合学生的专

业学习需求,我们将实训场所分别设置,一年级在幼儿园见习,

了解幼儿园一日生活环节；二年级、三年级均在专业部场地,

即工作坊。 

工作坊模拟幼儿园的真实环境,具备丰富的活动区域及教

学具,比如建构区、阅读区、表演区、手工区等,是可以应用于

师生实训、幼师教学、幼儿游戏及区域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室。

为增强工作坊的教学性,我们添置了多台智能电子白板,安装教

育APP及AI系统,能够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感受教育信息技术的

智能化,使实训学习更加真实。 

2.6实施多元评价,提升育人质量 

育人质量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为了促进教育质

量提升,采取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全面监测与部分抽测、

综合素质评价与技能考核等方式多维度、多层次考核教学质量,

挖掘教学问题,对不同主体实施不同形式的结果反馈,促进师生

自我调整[3]。 

2.6.1实施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 

育人质量需要多元评价。从阶段性结果和过程性效果两个

维度去评价学科质量,形成关于学科学业质量的客观数据,为学

生学习成效提供指导依据。通过学期学业质量监测,了解学生的

文化课阶段性水平,采取针对性措施调整教学措施；同时开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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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抽测,对部分学科实施每月评价,以师生的任务单完成情况

为依据,促进师生即时反馈,引导学生了解自我效能。 

2.6.2实施综合素质评价与技能考核  

新时代职业教育学生需要较强的综合素养,包括人文素养、

专业素养、思政素养、职业素养等内容,所以中职教育要全面兼

顾,不可偏废其一。现代教育要求改进评价方式,实行多元化评

价,我们以试卷考核、评价量表、问卷调查、网络测试为考核方

式,全面考核学生的人文基础、思维水平、职业认知、自主意识

等,用以形成阶段性学习报告,为学生发展提供客观依据。 

3 反思与展望 

3.1专业持续发展需要有强力机制 

专业是中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群体,其成员主要为具

备多项专业技能的任课教师。各个成员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团

队综合水平。 

3.1.1教师培训机制 

专业教师具备不同技能与学科水平,其能力最差的教师是

整个团队的短板。针对不同水平的专业教师,需要设计不同培

养内容的项目,引导所有专业部教师都能向自己的最近发展

区提升。 

培训机制主要包含培训人员选拔、培训过程督促、培训成

果产出三方面。培训人员选拔需要依据教师水平和培养需求来

选择,教师岗位责任越重,培训级别就越高,反之亦然。培训过程

需要记录教师考勤、培训笔记、培训心得、成果证书等过程资

料。教师培训后需要在工作会上分享自己的培训收获,以便于整

理培训经验。学校鼓励教师将培训经验应用于教育教学、教育

研究、对外交流等领域中,使培训经验持续发挥效能。 

3.1.2教师竞争与考核机制 

学校为促进专业建设,制定《教师管理办法》,分别为各类

教师设置基础条件、任务与责任要求、结果与过程考核、优先

权利等内容,让教师知晓参评权利与义务,提高工作主动性,增

强竞争氛围；建立演讲与选拔机制,让竞选教师在教职工大会上

展示自我,树立自我品牌与形象,同时也将演讲相关信息同步宣

传到微信公众号上,是学校宣传公开公正的良好机会；学校建立

民主投票机制,利用微信、问卷星等软件公开竞选教师信息,让

全校教师主动参与投票,增强主人翁意识；实施过程与结果考核

机制,将岗位职责落实到具体任务中,落实到具体人员上,对岗

位职责实行过程性量化考核、阶段性综合评定。建立结果反馈

机制,按照考核结果实行优秀、合格、不合格的结果反馈,并建

立相应等级的奖励机制、退出机制,特别是连续两年不合格教师,

三年内不能参与竞选。 

3.2团队合作是专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团队合作水平是决定专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团队

合作需要建立相关机制,如团队精神建设、梯队培养、奖励激励、

退出机制任务与利益分配、目标考核等。 

3.2.1团队目标建设 

目标是团队建设的价值追求,需要兼顾团队成员的集体与

个体利益,使所有成员围绕个人目标共同奋斗从而实现集体目

标。团队负责人需要调研成员的成长需求,与成员一起制定个人

成长计划,实施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的工作机制。 

3.2.2机制建设 

团队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奖惩分明,纪律约束是

管理机制的核心所在。管理制度的内容应与教师的整个工作过

程、工作质量等相联系,并以科学的权重关系设计整体内容,让

教师重视过程,关注目标成果。团队管理往往只看到成果,忽视

过程,导致成果假大空,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管理质量体现在工

作过程中,需要从多个领域、众多细节去建立、引导、约束,如

梯队培养中的晋升与退出机制需执行到位,教师退出机制需给

予教师足够的时间与机会,并从管理措施上给予专业帮助。 

3.2.3成员选拔与培养 

团队是由单个成员构成的集体组织,需要以合理的结构、科

学的管理、强效的机制、多元的评价、有效的反馈等内容逐渐

构成与持续优化,进而成为强大的建设体系。团队负责人需要调

研教师的成长需求与能力水平,当个体与集体的目标一致时,团

队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4 结语 

总之,专业建设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反馈优化的过程。在

其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调研需求,制定相关措施,以市场定方

向、质量定策略为基本理念,旨在促进专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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