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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催生巨大的养老产业的需求。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为社会培养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养老服务专业

人才，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成为高职院校积极探索的课题。本文通过校企合作推行的“2+1”培养模式的研究，从学校的

人才培育质量、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情况，对试点班的整体评估来检视该模式的教学成效，探索高质量养老人才的培养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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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has created a huge demand for the pension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t is a topic actively explored b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the society to train 

senior care professionals who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posts and to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2+1" training mode carried out b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school, the human resource reserve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pilot class, and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elderl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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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意味着开始迈

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催生巨大的养老产业的需

求。如何培养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成为高职院校丞待突破

的瓶颈。 

职业教育强调培养技能型人才，因此提出要与行业规

范相匹配的要求。产教融合是现代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一

项基本理念。产教融合在人才培育层面体现为校企合作，

校企协同育人。因此，必须打通两个环节——教育链和产

业链，也称“两链融合”。两链融合的实现路径是机制创新。

产教融合的实现条件是多元合作[4]。它涉及的主体有企

业、职业院校、政府等。其中，企业和学校合作进行人才

培养，是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目前对于老年服务与管理

专业的校企合作教学改革研究主要是订单式、现代学徒制、

二元制人才培养等，校企间如何更深层次的合作并未有进

一步的研究。宏观层面的讨论和分析较多，实证分析和研

究很少，未能突破校企共同深入参与教学过程协同育人的

层面。为此，笔者以校企合作推行的“2+1”培养模式的研

究来从学校的人才培育质量、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情况，

对试点班的整体评估来检视教学成效，探索高质量养老人

才的培养路径。 

2 研究设计 

2.1“2+1”培养模式介绍 

本文以本校2017级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以下简称老

服专业）学生作为参加对象，推出“2+1”培养模式，如图

1。该模式是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教学过程，以期打造一个

“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环境，介入学习过程。本文通过

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实习情况及企业用工反馈来检验教

学成效。 

第一学年

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

础知识+校内技能实训

第二学年

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

础知识+校内技能实训

第三学年

企业内授课+企业专

业技能岗位实习

校内教师 校内教师 企业导师+岗位师傅
 

图1.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2+1”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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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对2017级老服专业学生的跟踪来检验教学成

效。为总结教学成效，主要检验校企双方的“双赢”。学校

的“赢”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企业的“赢”体现在人力

资源的储备。研究对象为2017级老服专业学生。学生通过自

由报名分成两组，设定一组为实验组（33人），另一组为对

照组（69人）。 

教学评价方面，学校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主要评价指标；

企业以人力资源的储备情况为主要评价指标。学校的教学成

效方面主要从专业认同感、专业能力及就业对口率来体现。

而企业方面的人力资源储备主要从企业留岗率及岗位胜任

力来体现。研究方法上采用作业比较法、调查访问法、数据

统计法进行资料收集。 

2.3数据收集 

自2019年09月开始，对试验组实行全方位的跟踪。第一

阶段：启动校企协商育人的教学内容，所有试验组学生均按

要求完成实训周记，记录在岗实践情况。第二阶段：收集学

生周报表、学生理论与实训作业进行成绩进行对比。第三阶

段：对26个试验组学生进行个人深度访谈（7位学生因事故

无参与访谈），后期对企业进行访谈。因学生在试点班结束

后需进入顶岗实习阶段，本文收集学生顶岗实习单位的择业

方面的数据。 

3 研究分析 

3.1学校教学成效评价 

3.1.1从专业认同感角度分析，试验组学生的专业认同

感比对照组学生高 

为了解学生对本专业的看法，采取用打分制进行评分。

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专业认同感的平均评分为9.1，而对

照组学生为8.2，两者差0.9分。试验组学生的访谈中，了解

到其原因是“通过实习更了解养老”、“以前只是听老师讲，

现在在本行业里实践，感觉这是很有爱的职业”。其主要因

素是亲身在实践环境中，对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消除了陌

生感和恐惧感。 

3.1.2从专业能力来看，试验组学生明显优于对照组学

生，主要在专业能力及个人成长方面的提升尤为明显 

（1）实训作业 

表1 实训作业对比图 

/ 实训作业一（分） 实训作业二（分） 期末成绩（分）

试验组学生成绩 96.15 81.67 88.35

非试验组学生成绩 91.6 77.43 85.95

差异率 4.97% 5.48% 2.79%
 

实训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以

《养老休闲与文化》课程作为测试科目。课程设置了三次实

训作业，两组学生均为同样的题目，由同一老师进行批改以

保证评分标准一致性。从结果来看，试验组学生在三次的实

训表现均优于对照组。第一次作业，试验组平均成绩为

96.15，而对照组则为91.6，高4.97%；第二次作业，试验组

平均成绩为81.67，而对照组则为77.43，高5.48%；第三次

作业，试验组平均成绩为88.35，而对照组则为85.86，高

2.79%。结果显示，试验组对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普遍比对

照组要高。 

（2）对自身能力提升的评价 

表2 参加试验组的收获分析图 

参加试验组的收获

类别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占比

个人成长 认识更多的人，扩大人际圈 9 34.62%

心态调整 4 15.38%

认识自己 1 3.85%

成长 1 3.85%

工作得到认可 1 3.85%

合计 15 57.69%

能力提升 学会跟老人相处，了解他们的需求 2
7.69%

提升活动策划能力 2 7.69%

学习照护能力 13 50.00%

康复设备使用，学习康复知识 3 11.54%

与人沟通能力 2 7.69%

文书整理及 PPT制作能力 1 3.85%

合计 23 88.46%

实践积累 对行业现状的了解 1 3.85%

找到实习单位 1 3.85%

临床经验 4 15.38%

合计 7 26.92%

其他 奶奶的喜欢 1 3.85%

合计 1 3.85%

 

收集的信息主要在16个方面。笔者大致分为四类，分别

是个人成长、能力提升、实践积累及其他类型。具体如下： 

有15人提到个人成长的收获，占57.69%。分别是“认识

更多的人，扩大人际圈” “心态调整”“认识自己”“成长”

“工作得到认可”，分别占34.62%、15.38%、3.85%、3.85%、

3.85%。可见，超半数学生认为对个人成长收获很大。其中，

人际交往圈的拓宽是较重要的。 

有23人提到专业能力提升的收获，占88.46%。分别是“学

会跟老人相处，了解他们的需求”“提升活动策划能力”“学

习照护能力”“康复设备使用，学习康复知识”“与人沟通

能力”“文书整理及PPT制作能力”，分别占7.69%、7.69%、

50.00%、11.54%、7.69%、3.85%。可见，在临床实践经验方

面，老人照护能力提升 为显著，其次是康复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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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7人提到实践积累的收获，占26.92%。分别是“行业

现状的了解”占3.85%、“找到实习单位”占3.85%、“临床经

验”占15.38%。 

有1人提到“得到奶奶的喜欢”是 大的收获，占3.85%。 

从结果来看，在教学做合一的学习环境中，专业能力的

提升情况 为明显，实践增强对知识探索的渴求，增加了与

人交往的机会，增强对个人成长的刺激点，学生人文素质提

升有可喜的变化。 

3.1.3从学生的就业对口率来分析，试验组实现90.9%

的专业对口率，而对照组则是43.48% 

在顶岗实习阶段，试验组实现90.9%的专业对口率，30

名选择专业对口的养老企业。其中24名学生留岗，6名学生

选择其他养老机构。其余2名选择社工机构，1名到非对口单

位。而69名对照组学生，30名选择养老机构，占43.48%；39

名学生选择非养老机构，占56.52%。经过“教学做合一”教

学环境的学习，学生实现专业认同感和专业能力的提升，

直接体现在顶岗阶段的择业上。教室从校园搬到企业，学生

获取知识的媒介发生改变， 终影响专业培养人才输出的对

口率。 

3.2企业的人才储备分析 

对于企业来说，参加校企协同育人的动力是能获得符合

企业要求的养老人才以满足企业现阶段发展的需求。因此，

笔者收集学生的留岗意愿意及实际留岗情况的数据。 

3.2.1初期留岗意愿 

表3 留岗意愿分析表 

课程结束留岗意愿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占比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占比

愿意 18 69.23% 不愿意 8 30.77%

原因 原因

熟悉 11 42.31% 无心仪岗位，管理制度不适应 3 11.54%

前景好 4 15.38% 不喜欢这里的氛围 2 7.69%

不舍得老人 2 7.69% 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2 7.69%

企业氛围好 2 7.69% 想学不同的东西 3 11.54%

想探索自己 1 3.85%
 

试点班后期的留岗意愿方面，18名学生愿意留岗，占

69.23%，原因主要是“熟悉”占42.31%；“企业前景好”，占

15.38%；“不舍得老人”，占7.69%；“企业氛围好”，占15.38%。

有8名学生不愿留岗，占30.77%。不愿意留岗的原因，“无心

仪岗位，管理制度不适应”，占11.54%；“不喜欢这里的氛围”，

占7.69%；“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占7.69%%；“想学不同的

东西”，占11.54%；“想探索自己”，占3.85%。 

3.2.2实际留岗情况 

顶岗实习启动阶段，笔者对学生留岗情况进行统计，试

验组33名学生留岗24名，占总数72.73%。岗位分布在养老服

务、康复服务及旅居服务版块。其中，养老服务有社工岗2

人，护理岗13人，共15人；康复服务有6人；任旅居服务助

理有3人。 

表4 实际留岗情况分析表 

序号 服务模块 岗位类型 人数 占比

1 养老服务 社工岗 2
8.33%

护理岗 13
54.17%

2 康复服务 康复实习生 6
25.00%

3 旅居服务 旅居服务助理 3
12.50%

合计 24
8.33%

总的留岗率（按总人数 33名来计算）
72.73%

/

 

从留岗意愿与实际留岗的数量相比，实际留岗人数（24

名）比计划（18名）理想。通过两个月的校企合作教学，企

业直接获得经过培训的24名实习员工。 

3.2.3学生工作胜任力 

学生胜任力方面，企业对留岗学生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胜

任力提出较高的评价，认为“本试验组学生大部分都很有责

任心和耐心，这些精神很难得，能够很用心的工作，完全可

以胜任本职工作”。据了解，目前留岗的学生基本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独挡一面。 

与其他学生相比，企业认为校企联合培养的学生在与人

沟通的人文素质，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方面都颇具优势。

同时，经过学习期的磨合，双方的配合度也较高。 

4 研究发现 

4.1学习环境的变化促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效发

生改变 

“2+1”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改变学习环境来影响教学

过程。在传统的模式下，教师处于教学的主导角色，学生处

于教学的被动角色。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教学效果不佳。本

模式就是将在传统教室的“教育”搬到企业中，拉近“教育”

与“行业”的距离，让学生对行业有感性认识，以促进专业

成长。学习环境包括课堂环境和实习环境，产生人际互动、

课堂及岗位实践的学习任务。同时，该模式下将学生时间划

分为学习及实训时间，同时接受学校及企业管理，在学习过

程增加了以工作为导向的刺激点，学习更有目的性、计划性

及实践性。该模式是从学校课堂到社会就业的过渡阶段，在

“类社会”的学习环境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习。从数据中可

以看到，教学环境大大地促进了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促进

学生的人际沟通及自我认识方面的成长。 

4.2获取知识的媒介的改变是该模式影响教学成效的主

要因素 

该教学安排是由企业教师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标

准结合企业实践进行授课。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学习计划按

原人才培养方案一致。企业教师与学校教师将课程以岗位

实践要求的工作过程为导向进行课程结构和授课方式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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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现专业与产业、专业课程与职业标准 、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的链接。在该模式下，获取知识的媒介不只是校

内教师，还有实践丰富的企业师傅。同时，由于学习环境

的改变而产生的人际互动、理论及岗位实践的学习任务，

促使学生多渠道获取知识来满足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从

而促使其更有动机来寻找获取知识的方法，改变原来被动

学习的状态。 

“2+1”培养模

式

教学成效

专业认同感

专业技能、就业对口率

人才储备

留任率

岗位胜任力

改变学习环境

改变获取知识的媒介

学

校

企

业

 

图2.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2+1”培养模式影响因素范式 

4.3高效的人才输出保障了企业合作方的利益，激活校

企协同育人的合作动机 

该培养模式本质上是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育人的任

务，让企业深度介入教学过程，实现资源共享。但会给企

业带来较大的管理与教学压力。这是校企无法深度融合，

无法长期建立合作机制的原因。本次培养模式下，实现了

72.73%的留岗率。在现今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人力资源的补给及储备。这是 

 

企业获得 有价值的收获，也是激发其合作动机的主要原

因。从实施结果来看，本试验组基本能实现企业的合作期

待，而学校也顺利完成对行业人才输出的责任，实现利益

共赢。 

5 研究总结 

总体来说，本次实践为继续推行该教学模式提供了有

价值的可借鉴参考的经验。该教学模式下基本实现了以学

生的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通过在教学计划上改变学习环

境和获取知识的媒介使学生在实践中具备了顶岗实习的能

力，并且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但本次试行仍遇到不少的

挑战，例如教学主体的权责问题，学生实习安排与学校现

行制度相冲突的问题，双方教学管理的方法理念不一致等

仍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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