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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行示范专业建设是职业教育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示范学校建设的重要内容。示范专业建设以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为落脚点，主要包括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构建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内涵

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等6个核心环节。在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创新性、规范性与示范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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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长春市教育局制定了

《长春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

动计划（2011—2013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确定

了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精品课程建

设项目、职业教育教科研项目等17

个重点建设项目，其中示范专业建

设项目是《行动计划》的核心项目。

一、示范专业内涵及其建设

思路

示范专业指学校在先进的职

业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下，经过一定

时间的建设积累形成的，充分体现

学校办学目标定位，在校企合作平

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内涵、社会服

务与对外交流能力等内涵建设方

面，具有较高水平和鲜明特色，获

得用人单位认同，享有较高社会声

誉并能给其他专业建设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和借鉴的专业，是职业学

校办学优势和特色的集中体现[1]。

示范专业建设坚持以服务为

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主动适应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

着眼点，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以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切入点，以课程

体系构建与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

口，以“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实

训基地建设为支撑，以增强社会服

务能力为落脚点，坚持创新性、规

范性与示范性的统一，促进教学改

革不断深化，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带动全市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整

体水平稳步提高。

二、示范专业建设坚持的基

本原则

评建结合和重在建设原则。

以评选示范专业为手段，促进专业

建设整体水平提升；以实施方案中

规定的建设内容和要求为导向促进

专业基本建设环节的改革和创新。

校企合作和产教结合原则。

示范专业建设要建立在校企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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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和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在专业

与重点企业和企业群的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及合作发展等

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和整体规划。

改革创新和示范引领原则。

示范专业建设要突出改革创新，在

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要突

出示范引领，要给其他专业发展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体现发展

的示范、改革的示范、管理的示范。

三、示范专业建设的主要内

容和要求

（一）校企合作平台建设

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是实现专

业建设改革创新的前提和保障。从

办学模式来看，职业教育不能闭门

办学，需要根据企业需求决定招生

规模，安排教学内容，而产业和企业

无时不在发展变化，需要职业教育

始终与产业或企业需求保持紧密联

系。从教学模式看，职业教育是以

技能为核心的教育，这就需要满足

三个基本条件：了解企业需要什么

样的技能；营造训练技能的环境；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组织与设

计，需要有企业技术人员参与[2]。

因此，示范专业建设首要的问题是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成立以行业、

企业、职业院校等为成员单位的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设计校企合

作的专业建设规划、总体目标、合

作内容和合作形式，设计人才培养

模式、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

质量评价体系，实现职业学校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与职业岗位要求对

接、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进步

对接。

如某职业学校依托机械加工

示范专业建设实行“引企入校”。

学校为企业提供厂房、电、水和实

训学生；企业为学校提供生产、实

训设备，生产、实训指导技术人员

和生产、实训项目。通过“引企入

校”做到了“四个实现”：一是实现

“三共”，即在基地建设上实行校企

双方共建，在学生实训上实行校企

双方共管，在利益分配上实行校企

双方共享。二是实现管理模式的

企业化和实训工作的情境化。三

是实现工作任务的真实性，实现

“学做合一”。四是实现实训基地

功能的多样化，即既有产品生产的

功能，又有技能实训的功能。

（二）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

职业学校要通过开展广泛深

入的市场调研和专题论证研究，深

刻分析与专业建设相关的行业发

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区域行业企业

对人才培养质量（规格）的需求，进

而与重点合作企业共同确定专业

定位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学校和用

人单位在一定教育理念（思想）指

导下，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而形

成的较为稳定的结构状态和运行

机制，它是一系列构成要素的有机

结合，表现为持续和不断再现的人

才培养活动[3]。示范专业建设的重

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进行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一是在人才培养理念上

体现能力本位，以职业能力培养为

核心；二是在培养目标和规格上明

确中等职业教育就是培养适应生

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

初、中级技能型人才；三是在培养

方式上采用教、学、做三位一体，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体体

现在以下方面：在培养主体上变学

校单一培养为校企共同培养；在学

习环境上变传统的教室上课为专

业教室上课；在教学进程的安排上

变按学期进行教学计划设计为按

专业对应的行业特点采取多学期

授课制；在学习内容上变学科课程

体系为按岗位任职要求设计课

程。根据以上要求，进行示范专业

建设的职业学校要依据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总的模式要求，结合学校

和专业特点提炼出体现专业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与合作企业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如某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

示范专业构建了“两环境、四阶段、

双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两环境”即

将学习环境分成两部分，公共基础

课和专业理论课在普通教室中完

成，专业核心课（理实一体化课程）

在“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基地）中完

成，并将“专业教室”创设模拟成企

业生产环境；“四阶段”即第一阶段

是专业认识（入校新生在第一学期

参观校内外实训基地，对本专业有

最基本的认识），第二阶段是岗位

基本技能训练（第二、三学期学生

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电工电子技

能、装配钳工、机械拆装等岗位基

本技能的训练），第三阶段是岗位

综合能力训练（第四、五学期学生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岗位综合技

能训练），第四阶段是顶岗实习（第

六学期学生到订单培养企业进行

顶岗实习）；“双融合“即把职业资

格鉴定内容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

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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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体系构建和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改革

课程开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其内涵不仅包括学习内容的

确定及其顺序的排列，而且涉及包

括课程资源在内的整个体系。课

程开发过程包括两部分：一是在确

定课程理念与课程模式之后，对课

程目标和内容的选择与确定（也称

为课程设计）；二是课程的组织实

施、评价和质量监控[4]。“理论与实

践一体化”课程开发的步骤：行业

情况分析、工作分析、典型工作任

务分析、学习领域描述、学习情境

与课业设计[5]。

建设优质核心课程。优质核

心课程是培养学生核心专业能力

的专业主干课程。要针对职业岗

位和职业标准的要求，建立突出职

业能力的课程标准，与企业共同开

发适应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的

综合化优质核心课程，建立课程内

容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吸纳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和新标

准，并着力把部分优质核心课程打

造成精品课程。

加强教材和教学资源库建

设。根据新课程体系的要求，精心

选择教材，编写特色校本教材、讲

义、实习指导书、实训（实验）项目

书和学材等教学资料；建立数字化

的教学资源库，包括媒体素材、文

献资料、教学课件、教学案例、任务

书、工作单等。

推进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改

革。在构建教学模式时要充分体

现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的理念，包括

学生主体的教学思想、工学结合的

教学过程、直观多元的教学方法、

感性构建的教学环境、理实一体的

教学内容等。探索采用与“理论与

实践一体化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方

法，如四阶段教学法、项目教学法、

引导文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头脑

风暴法等。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校

企共建工学结合的教学管理运行

机制。双方共同制定教学管理制

度，共同参与教学质量过程控制与

评价，将毕业生就业率与就业质

量、“双证书”获取率与获取质量、

职业素质养成、生产性实训基地建

设、顶岗实习落实情况以及专兼结

合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作为

重要考核指标，保证教学质量和教

学水平的整体提升。

如某职业学校护理示范专业

构建了“三线并进、四能合一、五课

递进”课程体系。“三线并进”即知

识、能力、素质三线并进；“四能合

一”即基本护理能力、专科护理能

力、综合护理能力、职业能力四能

合一；“五课递进”即文化基础课

程、职业基础课程、职业核心课程、

职业方向课程、职业素质课程模块

逐级递进。课程体系结构见图1。

（四）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分类制定好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和兼

职教师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主

要包括教师队伍现状、培养目标、

培训内容、培训渠道、考核标准、保

障措施等。重点是科学选择培训

内容，根据各类教师的主要职责和

不足，有针对性地确定培训内容。

其次，要通过制定考核标准，明确

通过三年建设各类教师应取得的

主要建设成果。如专业带头人按

期完成专业建设任务，通过项目领

导小组的验收，并被评为优秀或良

好等级，等等。通过考核标准，使

各类教师更加明确各自的发展目

标和任务。

（五）实训基地内涵建设

实训基地内涵建设也是专业

建设的重要保障。实训基地一般

包括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

地两部分。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包

文化基础课程
法律基础
英语
职业道德
体育与健康
计算机基础
就业指导

职业基础课程
正常人体学
生理学
生物化学
病原与免疫
病理学
药物学基础

职业方向课程
传染病护理学
社区护理
五官科护理
老年护理
急救护理
精神科护理

职业核心课程
基础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
儿科护理学
健康评估

职业素质课程
人际沟通
营养与膳食
护理管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
护理科研
医学文献检索

基本护理能力
实验室

实训室

综合护理能力
医院

专科护理能力
仿真医院

入学教育
军训
社会实践
社团活动
理想教育

职业礼仪训练
护理人文课程
专业课程实训
法律法规讲座
护理伦理课程

南丁格尔精神
授帽仪式
优秀护士事迹
艺术节
技能月

医院职业文化熏陶
仿真医院文化熏陶
职业习惯养成
护患沟通技巧
社会适应能力

职

业

能

力

﹃
三
线
四
能
﹄
课
程
体
系

职 业 知 识 积 累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职 业 素 质 养 成

图1 中职护理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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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硬件建设和内涵建设，硬件建设

是基础，内涵建设是关键。校内实

训基地内涵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文化和环境建设；教学文件和管理

制度建设；实训项目开发。校外实

习基地内涵建设包括：精心选择与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吻合度高，相对

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制定校

外实习教学文件和管理制度，增强

校外顶岗实习的效率。

某职业学校加强实训基地内

涵建设做法。一是按照真实的口

腔修复工艺工作任务扩建义齿加

工中心1间，改建口腔综合实训室

2间，新建烤瓷技术实训室、模型修

整实训室、铸造技术实训室、热处

理实训室、打磨喷砂实训室。在实

训室建设中注重企业文化氛围的

营造，在实训基地的结构设计、环

境布局上坚持仿真性原则。二是

与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共同

开发《口腔修复工艺实训教程》。

《教程》中设计若干个支撑核心专

业技能的实训项目。三是加强实

训管理制度建设。制定《实训基地

管理办法》《学生实习实训实施细

则》《实训基地设备维护管理制度》

等。

（六）社会服务与对外交流能

力建设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与对外交

流是拓展学校办学功能，实现自身

价值，提高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途

径。主要包括：一是面向社会和企

业开展各类社会培训；二是积极为

行业企业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参

与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改进及技

术攻关；三是充分发挥专业资源的

功能，实现资源的校外共享，发挥

专业的示范辐射作用。

如某职业学校依托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专业进行示范专业建设

的优势，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理论知

识扎实、专业实训条件好、研究能力

强的特点，面向社会开展社会培训

和社会服务。2012年面向吉林省

水利厅直属企业（九台水利局、省水

利工程局）开展培训30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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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ve Specialti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angchun

ZHANG Zhen-hua1, SUN Ming-xue2

(1.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and Guidance Center of Changchun, Changchun Jilin 130022;
2. Bureau of Education of Changchun,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demonstrative special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proactive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national demonstrative
school constru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ve specialties aims to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serving society, which mainly includes 6 core links, that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latform, the reform of specialty orient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bas⁃
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ng society abil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he innovative,
normative and demonst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monstrative specialty; specialty construction;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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