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一）成果背景。





进行比较研判。启示为：校企合作政策与平台是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

精神融合的重要基础；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融入职业精神元素以及专门

开设相关课程是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的主要形式；在各种教

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规范等是促进职业技

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的重要借鉴。

（二）聚焦融合培养，提出“双主体六融合”途径。基于理论研

究成果，结合现实育人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创新提出了促进

融合的“双主体六融合”途径。“双主体”是指校企双主体，“六融

合”是指促进融合的六条途径。如图 1 所示.

1. 重构“四层次六模块”课程体系，促进课程渗透融合。通过

课程渗透和开设相关课程，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深度融合。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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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四层三境三改三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模式系统融合。

通过实施“三场境六递进”途径、“三教改革”保障、三方评价机制，

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深度融合。如图 3 所示。

3.构建“纵向联动、横向融通”大赛运行机制，实现大赛牵引融

合。以全员化技能大赛为砺，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深度融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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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所示。

4.构建“三多一发”评价驱动机制，实现评价导向融合。实施多

元协同评价主体、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多样化评价方式和基于诊断

与改进理念的发展性评价机制，促进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深度融合。

如图 5 所示。

5.构建“六位一体”校企合作平台机制，实现平台支撑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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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平台支撑作用，促进职业技能和职

进







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人培模式系统化融合。

（3）大赛体制牵引融合。通过构建省、市、校“纵向联动”，

校、企、行“横向融通”的全员化技能大赛运行机制，促进大赛载体

牵引融合。

（4）评价机制驱动融合。通过构建“三多一发”评价机制，即

多元协同的 评价主体、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多样化评价方式和

基于诊断与改进理念的发展性评价机制相结合，促进评价机制驱动融

合。

（5）平台机制支撑融合。依托校企双主体，共同出台促进措施、

成立合作组织、共建实训基地、搭建创新平台、研制人培方案、制订

课程标准等，发挥“六位一体”校企合作支撑平台的作用，促进合作

平台支撑融合。

（6）四化场域浸润融合。通过打造“四化聚合”场域，即以物

质文化为基础、制度文化为保障、精神文化为核心、行为文化为形式，

强化职业精神融入，营造校企互融的校园文化氛

行，互 融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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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点

1.方向正确，体现立德树人。指向国家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

要求，聚焦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着力培养“德技双馨”的技术

技能人才。

2.问题导向，突出双元育人。破解中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

的主体融合不紧问题，站位新时代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确立校企双主

体在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中的重要地位。

3.理论厚实，彰现科学精准。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据，

自觉遵守职业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 ，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案

科学，“双主体六融合”途径对策精准。

4.创新性强，突显应用成效。创新提出了“双主体六融合”促进

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融合的独特途径，成果经推广应用，成效显著，

帮助学生厘清了职业目标，增强了学生职业自豪感，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受到社会和企业的普遍欢迎。

同时，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研究能力显著提升，学校的办学声誉显著提

高。

四、应用推广效果

（一）政府部门充分肯定。成果被评为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

特等奖，与此相关的成果获省级一等奖 6 项。国内知名专家、北京

大学特聘教授眭依凡对成果给予高度认同。

（二）学校应用效果显著。研究成果在郑州、洛阳等大部分省辖

市以及河南信息工程学校、河南省驻马店财经学校等大部分省属职业

学校推广应用。实践表明，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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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的融合，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教师教学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学校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如近几年我省中职学生在全国技能大赛中获奖 80%以上，省级全员

化大赛、文明风采大赛、素质能力大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率先

并行举办，影响较大；成果合作单位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在近三年

全国、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文明风采大赛活动中屡夺佳绩，获

全国技能大赛奖项 17 个、省级文明风采大赛 17 个；2 个教师团

队在全国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奖；学校先后获得全省服装行业育人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奖、全省职业教育示范性校企合作项

目单位、协同育人基地、省中职“双高校”，郑州市脱贫攻坚先进单

位；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三）成果推广价值彰显。参与研制国标 2 部，主编国规教材、

教辅 2 部，省规和获奖教材 5 部，参编专著 1 部，立项省级精品

课程 1 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成果团队成员受邀参加全

国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标准和专业教学准研发工作，成果理念广泛应用到

国家课标和专业教学标准研发中，在全国推广；成果理念在国培班、省

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省级“双师型”教师培训班、市级骨干教师培训班、

“1+X”证书培训班等交流分享，专题讲座 60 余场，指导学校专

业建设、课程改革、技能大赛等百余次，覆盖全省 300 余所中职院校，

覆盖率达到 85%以上，受益师生年均超过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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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报道影响广泛。一是受邀参加教育部职教中心所组织的

新课标培训，面向全国宣讲成果理念，并在线对江西省作专题报告；二

是在凤凰网、中国青年网、腾讯网、中原经济网、映象网、河南省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网、河南经济报等 17 家融媒体专题报道；三是在郑

州、洛阳等大部分省辖市举办的教研、培训、竞赛和人培方案的研制活

动中分享研究成果；四是成果合作单位郑州科技工业学校学校针对该成

果开展的教研活动在融媒体报道 17 余次，在中职领域产生了重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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