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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焊接加工专业技能竞赛班的建设实践为案例,从研究背景出发,就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

养模式的相关内容实施了探究说明。实践表明,有效开展技能竞赛人才梯队的培养工作,有助于提高学员

的竞赛成绩、提升教学质量、增强学员的学习能力以及促进相关专业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大

赛经验,对竞赛梯队选手进行一些选拔考核衡量指标、选手梯队的组建过程及选手梯队授课管理进行简

要总结及探析,探索技能竞赛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为以后的技能竞赛选手梯队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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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welding processing professional skill competition class as 

a case, and from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explores and explain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talent echelon 

training mode for skill competit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effective training of skill competition talent echelon 

can help improve studen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enhance their learning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lated majo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petition to briefly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selection, assessment,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the 

competition echelon player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player team, and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the 

player team. It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to transform the results of skill competi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mode of the player team in future skill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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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能人才是科技进步的基础,而且科技能够促进社会经济

的变化发展,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能力。

并且在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时,国家领导人的贺信指出了技

能竞赛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及其意义,从而指引了职业

技能竞赛平台的健康发展方向。在实际的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

养过程中,通过以技能大赛为导向,开展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

技能人才培养与技能大赛的有效衔接,进而实现技能训练的团

队建设,构成焊接加工专业课程体系、建立一体化教学场地与人

才培养模式。 

1 研究背景 

目前职业技能竞赛已然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认可,2022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新修订的相关规定,指出了职业技能

竞赛是有助于技能人才的技艺展现与切磋的舞台,这不仅充分

说明了职业技能竞赛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也为职业

技能竞赛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法律支持。 

然而在实际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开展时,如何巩固借助职

业技能大赛的春风,和大赛竞赛成果,将技工院校技能人才培养

机制的科学化,实施于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建设,从而为提高参赛

学员的竞赛成绩、提升技能竞赛专业的教学质量、增强参赛学

员的学习能力及其竞争能力、加强竞赛人才梯队培养以及促进

相关专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确保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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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转化技能竞赛成果,从而形成专业技能“学、比、赶、帮、

超”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此次探究以焊接加工专业为例,从研

究背景出发,依据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建设构想、考核指标等

方面,就焊接加工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养模式的相关内容实施

了探究说明,旨在促进职业学校“工学一体化”教学理念的贯彻

执行、优化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建设方案、科学构建职业技能竞

赛人才的梯队培养模式以及促进职业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从而

为新常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持。 

2 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建设构想 

焊接加工专业技能竞赛团队建设目的是为了提高参赛学员

的竞赛水平,并且对于提升焊接加工专业参加竞赛学员的技能

水平以及竞赛能力也非常重要,其具有明显的特征,比如焊接加

工专业的竞赛梯队自身结构具有多样性、不稳定性、层次性和

变化性的特性。与职业学校常见组织的差异比较大,比如不同专

业的社团、文化等组织形式,这些组织仅限于学生的日常实践活

动,而不同于职业技能竞赛技能人才的技艺展现与切磋这一要

求。所以在开展焊接加工专业的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养时,

其学员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文化理论与实践经

验之外,还需要精湛的焊接加工技艺、良好稳定的竞赛心理素质

与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才能使其在职业技能竞赛的舞台取得

佳绩。因此焊接加工专业的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养需要从职业

学校、学生等实际出发,选取优秀的学生组建竞赛团队,同时加

强焊接加工专业的后续技能人才建设,而且要从焊接加工专业

中不同级别的班级分别选取优秀学生(比如焊接加工专业初级

班、中级班以及高级班)。从而保障焊接加工专业技能竞赛团队

建设的合理性,确保技能竞赛人才梯队结构的科学性,并且通过

规范的技能竞赛梯队管理制度、考核指标与标准等,有效做好技

能竞赛人才梯队建设的调整工作,确保其结构合理,能够适应职

业技能竞赛舞台需要。 

3 焊接加工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的学生考核

指标 

焊接加工专业的职业技能竞赛人才选拔非常重要,其必须

科学制定选拔制度与考核指标。在焊接加工专业实际的职业技

能竞赛人才梯队选拔过程中,不仅要求选用的学生具备良好的

综合素养(主要包括职业道德、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等素养),

还需要精湛的焊接加工技艺、良好稳定的竞赛心理素质与团队

协作精神等方面,才能为焊接加工专业选拔优秀的职业技能竞

赛人才。此外为了选拔的科学性,职业学校的老师必须结合焊

接加工专业特征,多角度、多层次的合理设计梯队人才选拔考

核指标。 

同时为了提升整个焊接加工专业的职业竞赛水平,需要重

点加强团队协作的培训与锻炼,充分展现整个竞赛团队的合作

能力,从而确保整个团队在实际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中获取更

好的成绩。 

结合笔者的实践工作经验,认为焊接加工专业职业技能竞

赛人才梯队的学生考核指标可以从个人品德、学习能力、专业

能力、心理素质以及身体素质等方面进行考虑,具体表现为： 

第一,个人品德方面的考核指标。焊接加工专业职业技能竞

赛人才梯队的选手必须具备良好的个人品德,同时要具备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吃苦耐劳精神。在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的实际

选拔时,必须从对焊接加工专业有兴趣、具备较强的协作能力与

团队精神、踏实肯干、善于团结合作等学生中进行择优选拔。

并且在焊接加工专业的职业技能竞赛训练时,需要能够充分体

现其艰苦奋斗、勤于钻研的优良品德,从而使其在提升专业技能

与竞赛水平的基础上,其优良品德也得到展现。 

第二,学习能力方面的考核指标。学习能力是焊接加工专业

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选拔考核的关键指标。该专业影响学习

能力指标的参数比较多,比如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动手操作、

能力、自学能力、紧急应对能力、创新能力、总结反思能力等

指标参数。并且学习能力是考核选拔的学生专业技能可以提升

高度,所以在选拔过程中,必须合理设计其相关的指标参数,确

保选拔的科学性。 

第三,专业能力方面的考核指标。焊接加工专业职业技能竞

赛人才梯队选拔的选手具有扎实的焊接专业基础技能和相应的

焊接理论基础知识。并且与落选的学生比较而言,其应该具备缜

密的逻辑思维、深厚的理论知识以及丰富的动手操作经验等,

从而为该专业的职业技能竞赛取得佳绩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心理素质方面的考核指标。心理素质对于焊接加工专

业职业技能竞赛时的临场发挥影响非常大,所以其也是作为技

能竞赛人才梯队选拔的关键考核指标。本文所述的心理素质主

要体现在适用焊接加工实操训练的时长与乏味、竞赛时的条件

(包括场地、对手以及设施等)相关方面,技能竞赛人才梯队选拔

时,必须参考这些指标参数。 

第五,身体素质方面的考核指标。健康的身体素质是参加焊

接加工专业职业技能竞赛的必备条件,所以需要合理设计该考

核指标。由于焊接加工专业技能竞赛的竞赛时间长,省级竞赛往

往在3个小时内完成3-4个模块任务,使其存在强度高的特征,所

以要求参赛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通常不选拔肥胖、

有生理疾病等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学生。 

4 以技能竞赛梯队建设,探究技能人才培养 

4.1人才培养目标。焊接加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因此技能竞赛梯队建设

要求加强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培养,使其真正具备工

匠精神的技能人才。 

4.2课程体系设计。通过技能竞赛梯队建设探究,将焊接生

产中(竞赛)的实践活动实施教学化处理,从而为技能人才培养

提供科学的课程体系。 

4.3教学设施场地发生了改变。通过技能竞赛梯队建设与竞

赛观摩,结合工学一体化教学,由于一体化教学倡导的是“ 做中

学、学中做 ”的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教学模式,因此传统的

教室和实训割裂的情况已经不适应一体化教学。通过竞赛转化

焊接加工专业按照一体化教学标准,积极适应一体化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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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了一批完全能够适应一体化教学需要的“ 教学工作站”,

在一体化教学实践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4.4学生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焊接加工专业通过技能竞赛

团队人才模式探究,选手在一体化教学模式下,从“要我学”变

成了“我要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生了较大的转化,学生

通过担任“工作”角色,主动思考、积极探索的精神逐步形成,

学习中也培养了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综合素质、动手操作能力

和实际工作能力显著提升。 

5 以技能竞赛场地建设,探究“工学一体化”技能人

才培养场地布置 

工学一体化教学工作站的建设是焊接专业“工学一体化”

教学模式中培养综合素质焊接加工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结合

近年来职业技能竞赛场地的布置实践说明。焊接加工专业实施

“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形式,有助于提升职业技能竞赛人才梯队

建设水平,对于提高焊接加工竞赛能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焊接加工专业技能教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

论与规范操作,例如在实际开展焊接加工专业的一体化教学时,

其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在焊接加工专业活动中学到工艺卡识

读、材料领用、打磨装配、组对焊接、焊接加工等相关知识与

技能,同事掌握他们的内在联系,从而发挥一体化教学在焊接加

工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通过焊接技能竞赛场地布置,可知在技能竞赛场地中包括

选手检录区、技术文件答疑区、材料领取区、打磨组对区、焊

接加工区(焊接工位)、试件待检区、试件检验区(无损检测)、

评判区(综合测评)等工作区域。通过技能竞赛场地建设进而探

索焊接加工专业工学一体化工作站建设,目前一个完整的焊接

加工专业工作站建设包括任务领取区域、知识查询区、任务讨

论区、劳保用品穿戴区、材料领取区、打磨组对区+焊接加工区

(焊接工位)、试件检验区(外观检测)、作品展示区(讨论区)等

工作区域。在焊接加工专业一体化工作站区域授课之前设置公

共课程工作站,包含机械钳加工工作站和机械装制图与CAD工作

站,从而建立完成的教学工作站。 

在实际的技工院校中,焊接加工专业需要结合实际,在确保

参与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比如确保企业生产效益、提升学生就业

能力以及提升院校教学质量等),有效开展一体化工作站的建

设。并且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专业群建设,将影响力小、

专业面窄以及科研实力弱等的相关工作站进行整合,从而为影

响力大、专业面广以及研究实力强的工作站建设创设条件,扩大

焊接加工专业学生就业面。并且加强焊接加工工学一体化工作

站建设的探索,有助于培养技能水平高的人才。 

6 结束语 

本文从技能竞赛人才梯队培养模式的探究,以喀什技师学

院焊接加工专业为例的竞赛团队培养现状入手,分析了目前以

技能竞赛团队建设为例,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学

尝试,转化技能竞赛成果,从而形成专业技能“学、比、赶、帮、

超”的学习氛围,从而探究以技能竞赛为引领,落实工学一体化

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希望能为广大教师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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