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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高质量高技能型人才需求较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如

何抓住发展机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提质增效,是职业院校当下关注的焦点。职业

院校的人才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地方性、开放性办学的特点。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

发展的提质增效,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改革创新,提升教学质量,强化人才培养,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全

能型人才,辅助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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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re is a great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nd high-skilled talents,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to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achieve self-improvement i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al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nd open school-running. In 

order to ser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required to actively reform and innovate,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cultivate more all-round talent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ssis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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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功能是

服务社会,也是判断职业教育发展质量

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职业

教育改革,以补足职业教育短板,加强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优化。面对新形势

与新任务要求,职业教育需立足发展新

阶段,不断增加服务社会意识,提升服务

社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提质增效

提供高质量人才。 

1 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中提质增效的原则 

1.1坚持“以德”为先 

“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育人根

本目标,要求能实现“三全育人”,提升

职业教育整体成效,满足时代发展需求。

职业教育要以学生成才为导向,不仅要

教好书,还要育好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提升其综合素养。近些年经济发展处

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对于全能型人

才的需求十分紧迫,但职业院校所培养

的人才难以符合市场需求,尤其是在职

业素养、思想道德素养方面,不仅对学生

的学习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还不利于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1]。因此职业教育要

重视德育教育,坚持“以德”为先的基本

理念。 

1.2坚持提质培优 

职业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以“双高

工程”为抓手,积极落实提质培优的方案,

要能通过教育改革,提升人才综合素养

与能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才是驱动,

要求职业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了解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路径,优化课程体系机构,促进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优化,为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 

1.3坚持服务发展 

职业院校需发挥好自身的人才优势,

经营打造全民终身学习服务平台,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秀人才。要求职

业院校的人才培养,面向社会与产业,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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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办专业,比如在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中,职业院校也

要兴办相关专业,培养相应的人才[2]。要

发挥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才支撑,

要求职业院校能做好乡村振兴人才的培

养工作,比如乡村振兴学院的建立,为农

村“两后生”提供技能培训等。积极服

务学习型社会建设,走进社区与乡镇,建

立社区学校,为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提供

帮助。 

2 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中提质增效遇到的阻碍 

2.1职业教育投入问题 

办好职业教育资金是关键,职业教

育要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就要

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与条件,夯实软硬件

基础。但由于受到资金投入限制,导致一

部分职业院校办学条件相对较差,缺少

前沿实训设备与软件,缺乏先进人才,无

法为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提供支持[3]。由

于资金投入的缺少,导致教学多停留在

书本上,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高

质量高技能人才。 

2.2职业教育发展氛围问题 

目前虽然国家开始加大对职业教育

的投入与支持,但由于缺乏对职业教育

的重视,无法得到社会面的支持。长期以

来社会对于教育的关注,重点集中在高

考上及普通高等院校教育上,忽略那些

高考落榜学生的发展。同时家长受到传

统思维理念的影响,认为上职业院校没

有前途,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工作[4]。学生

也受到社会、家长等各方影响,认为职业

教育属于“混日子”,所以未能全身心投

入到学习中,不利于其综合素养的提升,

以及未来走向社会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3 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中提质增效的途径 

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保

障,每年都会为各大企业输送各类高素

质高技能人才[5]。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职业教育也要实现提质增效,积

极转变发展思路,创新育人理念,加大教

育改革,培养高质量人次。职业教育提质

增效的途径主要有准确把握服务社会丰

富内涵、增强适应性、强化校企合作等。 

3.1准确把握服务社会丰富内涵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

发展,服务产业转型的驱动力,同时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各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为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需紧

紧围绕国家战略调整与转型方案,能有

针对性地对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中的职业

培训、科技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

内容进行更新和拓展,要让职业教育在

新时期承担起新角色与任务,通过职业

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其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3.1.1专项政策 

国家应深入了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职业教育改革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职

业教育服务社会专项政策,强化顶层设

计,在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下,让职业教育

服务社会能形成政策文件,细分区域与

行业,加大对职教的宣传力度,让全社会

能都对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所

了解与认识,提升社会的了解度与接纳

度,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3.1.2重视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工作 

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职业教育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但依然得不到地方政

府及各级各类职业院校的重视。所以需

通过相关政策文件的学习与研讨,要全

面提升政府与职业院校对服务经济社会

的重要性认识,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

设特色院校。政府与职业院校需共同合

作与研究,及时制定更加科学与规范,具

备较强可操作性与受益性广的配套政策

机制。 

政府、职业院校、教育科研机构之

间需强化沟通与合作,在共同合作下,

探索出一条适应职业院校发展的道路。

政府需发挥其统筹指导作用,在宏观调

控与指导下,职业院校积极组织与实施,

强化与行业之间的联系与融合,为企业

提供高质量人才,同时也要发挥教育科

研机构的作用,利用“研学产用”体制

机制,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和拓展服务

空间[7]。 

3.2增强适应性 

3.2.1增强结构适应性 

职业教育需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一体化发展之路,增加结构适应

性。职业院校要了解市场需求,并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8]。在内部

贯通层次,形成合力,要求能对人才成

长渠道予以打通,在结构上适应产业升

级与结构调整带来的人才结构性需求调

整与变化。 

继续夯实中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地位,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质

量,拓展本科职业教育规模,促进本科高

校向应用型转变；中高职衔接、高本衔

接机制等要积极创新,优化人才培养机

制,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职业院校提

质增效,要坚持以科技应用与研发能力

培养的线路,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大力

发展各层次与专业的人次,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各类高质量高技能人才。 

3.2.2增强发展质量适应性 

职业院校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为

让职业院校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与市场

接轨,要求能积极打造标杆,并能形成标

准与制度,在职业教育中广泛推广,共同

促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首先,当地政府

要发挥中等教育学校的引领作用,不仅

要在区域内扎根,树立起标杆,更要引领

全国,达到世界水平,通过“卓越计划”

与“双高计划”的实施,共同促进职业教

育的发展,并能形成职业教育提质增效

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其次,需以

本科院校分类管理为抓手,打造高水平

本科职业教育。对各项条件与水平具备

的高等职业院校,要加强支持力度,可开

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在职业教育

领域形成示范,打造特色,推动本科职业

学校的发展。最后,以都市经济圈为出发

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及提质增效,要能

服务都市经济圈,并逐渐增加辐射范围,

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努力。 

3.2.3增强培养模式适应性 

提升高质量人才培养能力,增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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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适应性。职业院校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要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并能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有效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求职业院校

能深化“五育并举”,“以德”为先,为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做好“三

全育人”改革试点工作,要让学生树立起

“工匠精神”,能具备职业素养与能力,

提升社会责任感与综合素养。加强“三

教改革”,实现提质增效。职业院校为提

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改革,需重视“双

师”能力提升,转变育人理念,转变职业

教育发展思路。同时也要对课程、教材、

教学方法等进行改革,满足学生的学习

与发展需求。还要能利用先进教育理念、

教学工具与技术等创新教学方式,推动

教育改革。 

3.3落实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 

3.3.1落实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路径是校

企合作,职业院校为提质增效,需强化校

企合作,积极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

法规制度。职业院校应当积极与企业进

行沟通,了解企业需求与最新变化,转变

教学观念,为校企合作提供保障。职业院

校在与企业沟通交流过程中,要增强合

作意识,树立起服务企业的意识,并主动

了解企业文化与需求,能拓宽合作范围。

与企业共同建立管理制度,为学生的培

养与管理工作提供支持。职业院校要顺

应市场需求,打造特色专业,符合市场发

展需求。专业与课程的设置,要邀请企业

专家共同商议,保证能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 

职业院校应高度认识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学校培养期间,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确保能适应社会发

展需求。与企业深度沟通,对教育资源进

行整合,形成针对性强的课程。同时也要

引进先进技术与理念,为课程教学创新

与优化提供支持。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通过定向式人才培养模式、立体式合作

教育模式等多种途径,强化人才培养,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发挥校企合作在人才

发展中的作用。 

3.3.2强化产教融合 

职业院校深化“三教”改革的关键

是产教融合,要求职业教育能顺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全面提质增效,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产教融合的具体

思路为：(1)走出去。教师要深入到企业

进行轮训,在提升教师实践能力的同时,

也能提升其综合素养；(2)请进来。邀请

企业走进学校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让企业有经验或者能力突出的工作人员,

现场教学,让学生能近距离感受岗位技

巧与需要。(3)融贯通。“教材”是产教

融合的重要环节,做好教材内容的优化,

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突出理实结合,提升

教材的实践性与创新性。同时也要重视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与优化,增加实践

教学环节,要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动手实

践,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确保学生

的全面发展。 

4 结束语 

职业教育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提

质增效,要求职业院校能深化教育改革,

得到政府、社会等各方支持,提升各方对

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能准确把握

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丰富内涵,增强其社

会适应性,落实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

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为培养

更多高质量高技能人才,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同时也有助于职业院校提质增效,

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满足我国教育改革

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职业教

育需继续利用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

支持,强化教育改革,提升职业院校的育

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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