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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技师学院的学生对学历提升方面的需求也更为突出。为了能

使学生在技能培养和学历提升等方面都有所提高，进而解决技师学院学生学历长效发展的问题，职技

融通的人才培养就能实现学生在完成高职学业的同时获得技师证书，使得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了

实现的可能和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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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students of the technician college also 

have a more prominent demand for academic upgrading. In order to enable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combine skills 

training and academic upgrading,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ng-term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technician colleg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ician education can enable students to obtain technician certificates while completing their higher 

vocational studie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ation and space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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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到2022年，职业院校

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

当前在中职阶段，人社部办技工学校、教育部办技术学院，形

成了中职技能人才培养的“双规”制度，不利于职业教育系统

化、类型化的建设，也会造成日后专业人才学历晋升不通畅的

问题，只有将学历和技能统一在一起，才能促使国家职业教育

类型化的有序发展。因此，在高职院校建立“高职+技师”职技

融通的人才培养成为可能。 

1 职技融通国外现状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启动高等教育市场化改

革，将其纳入新公共管理改革进程，通过改善政府治理方式、

引入市场机制等，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结构优化，进而

提升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和效率。在美国，《职业教育法》等法

案保障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社区学院模式向社会输送了大

量训练有素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在德国，校企结合的“双元

制”职业教育模式受到热捧，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经过职业学

校和实训企业的联合培养，以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职业实用技

能，政府部门结合不同工种的市场需求与实训单位共同制定培

训内容并定期更新。 

职技融通从学生的角度分析，让技工、技校学生通过培训

学习，不但可以获得技能证书，而且也可以得到学历证书，有

利于学生的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也符合职教的本质，但技能

培训和学历教育毕竟是两个系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在实施过程

中会出现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实践分析来验证。 

2 职技融通国内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贵州省相继印发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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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融通发展的实施方案，广东省将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等3所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浙江宁波市人力社保局和宁

波市教育局携手，尝试以“技工教育牵手高职教育”的职技融通

模式，搭建高职院校与技工院校之间的“立交桥”，开启“高职+

技师”的新时代和“新工匠”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共同破解优秀

高技能人才的供给问题。这一系列举措率先破除了职业院校和技

工院校体制界限，通过统筹开展中高职招生、学籍学历管理、职

业技能大赛等方式，开展高职教育与技师教育融合试点。 

2.1办学定位有差异。从办学机构上来分析，技师学校是由

人社部门主管，完成培训后拿的是人社的职业技能证书，职业

院校是由教育部门主管，完成学业后发的是学历证证书。两种

办学机构分属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办学定位和方向有一定的

差别，因此对各方资源利用方面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2.2课程体系未融合。两种办学定位有差别使得在课程融通

方面就只能停留在课程建设上，只能在人才培养中设置简单的

课程叠加，不能形成课程体系的建设，这样在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模式、师资建设、实训实践课程完善等方面研究不够深入，

导致职技融通发展困难。 

2.3合作机制难形成。开展职技融通人才培养在两种办学机

构性质不同的学校展开，在管理模式、制度建设方面也有着不

少区别，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统一协调提供制度保障，则很难

形成合力保证融通教育的持续进行。 

2.4师资情况有区别。高职院校知识体系完整，理论系统性

较强，有比较完善的教学理念，但缺少实践经验，实训技能也

不够；而技师学院教师技能水平较高，有着一定的实践经验，

但缺乏理论知识，教学技能也比较弱。教师相互之间都存有短

板，影响融合发展的推进。 

3 职技融通的发展路径分析 

 

图1 职技融通发展路径图 

针对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双规教育情况，通过多年

的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实践，以高职智能控制技术技术专业为

例，建立“高职+技师”的课程体系，建设一体化“职技融通”的

人才培养方案，研究“高职+技师”职技融通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获取，主要围绕建设一套体系，促成两

者结合，建立三方合作，解决四大问题开展研究，如图1所示。 

目前，高职学院相关专业已进行中高职一体化教学实施，

有一定的中职、高职对接及升学的基础，中职阶段的招生生源

稳定，为高职阶段的教育实施提供了保证。在职业技能证书方

面，中职获得中级证书，高职获得高级证书，这样为职技融通

人才培养提供了一定的基本条件。 

3.1主要建设思路。“职技融通”培养学生之前，先确定建设

新思路，提出教学新要求，必须更加注重理论知识向专业技能的

转化。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里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提高实践能力上

来，把能力培养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将专业基本知识分解到项

目化工作过程中，同时按照项目工作的工艺规范、要求、标准，

以目标为导向，积极探索企业情境，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加大学生在实践过程的职业能力培养，根据智控专业岗位

的具体要求，分析职业岗位的素养，将教学过程和企业生产实

际结合，完善考核标准。在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严格依照国家、

行业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要求，做到课证融通。提高学生技能

证书的获得率，实现“高职+技师”的人才培养目标。 

3.1.1建立中高职一体化“职技融通”课程体系。原来的中高

职专业人才培养通过两个阶段完成，两个阶段虽然有一套课程体

系，但由于学校之间的实施设备、师资力量不同，势必导致中高

职专业课程体系的不衔接。院校之间由于缺乏沟通，各自构建自

己的课程体系，确定自己的教学内容与实践安排，致使培养目标

脱节、课程内容重复、教学评价缺乏层次性和合理性。学历衔接

只是形式上的衔接，内容上的衔接才是深层次的衔接。因此，通

过建立中高职一体化“职技融通”课程体系，需进一步研究中高

职课题系统和教学内容，重新构建贯穿式课程体系，如图2所示。 

 

图2 中高职一体化“职技融通”课程体系架构图 

3.1.2构建中高职贯通的实践教学体系。针对中高职衔接中

存在的实践教学问题，通过行业企业调研，厘清港口机械与自

动控制行业的人才结构现状、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状况，了解企

业职业岗位设置情况和有关典型工作任务，反映出对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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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要求。研究分析职业能力与

职业素质，以此为依据组织课程内容，通过技能鉴定为参照强

化技能训练。以机电设备相关岗位技能为主线，以高职为主体

组建行业企业、中职学校等共同参与、多元合作，构建智能控

制技术专业中高职“长学制”实践课程体系，如图3所示。 

 

图3 “职技融通”实践课程体系 

3.2主要建设内容。结合高职学院和技师学院先前的合作基

础，针对开设的“五年一贯制”智能控制技术专业中等职业教

育、技工教育和高职教育不脱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中高职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建立为契机，研究“高职+技师”职技

融通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获取。 

高职院校主要负责总体办学指导与质量监控，学生日常培养和

管理则在技师学院进行，同时实现两校学籍“双注册”，成绩合格

后学生可同时取得全日制大专文凭和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双方进行深度交流，制定并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技

师学院对接建立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健全课程标准，

完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与标准。通过技师学生过程评定，完成

三升四考核录用，对接技师学院，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

评，申报高职院校职业技能鉴定自主评定点设置。 

3.3主要建设措施。两校通过实施联合招生、联合办学、联

合培养，解决了长期困扰技工院校的学历认定和高职院校的技

能提升问题，打破了高职教育和技工教育的藩篱，开创了高职

教育和技工教育合作的新路径，实现了“1+1＞2”的叠加效果。

签订建立适用于“职技融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实施计划，编

制“高职+技师”的课程体系。 

使学生在中职阶段获得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在高职阶段实

施学院与本专业相关的高级技能证书，在获得高职专业文凭的

同时获得一本相关专业的技师证书。 

提升学生的毕业率，毕业后的学生进行分流，一部分就业，

一部分继续教育，提升专升本的通过率，为职业类型化发展提

供保障。 

4 可行性分析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有一定的办学年限，招生情况和毕业生

就业情况良好，学生与本地的职业技术学校对接开展中高职一

体化五年制的人才培养较为成熟。职业技术学校是教育系统下

的职业类学校，技师学院是人社系统下学校，目前两所学校一

体化办学，为中高职的“高职+技师”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学

院的技能等级开始实施自主鉴定，也为证书的获得提供了一定

的保障。并且技工教育的非学历教育属性有后段的职业继续教

育的需求，也为学生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更多路径。 

经过多轮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与中职学校对

接建立多个专业的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课程标准，

建立实践教育教学体系与标准，指导中职学校进行三升四考核，

对接技工学校，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评，申报高职院校

职业技能鉴定自主评定点设置。 

5 结语 

职技融通教学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其中一个方向，在发展过

程中还会有学生学籍、学费管理、顶岗实习、就业指导、满意

度调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对职业院校教学绩效考

核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决定院校的综合排名，这也为

后期职技融通的发展与完善留下了不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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