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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是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连接的桥梁。

教育部公布了新修订的 758个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标准（以下简称“新版标准”）。新版标准更加

关注如何突出类型特色，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支撑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发展

需求；更加关注如何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能工

巧匠、大国工匠，如何引领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的内涵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作

为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分

析其价值定位、逻辑理路和应用策略，有助于职

业院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相关单位进一步

了解标准、应用标准，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一、专业教学标准在国家标准体系中发挥

承上启下的作用

1.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与专业教学标准

我国将标准定义为“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

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订，为各种活动或其

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

使用的文件”。[1]标准对于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

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有着基础性、不可替代的

作用。教育部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

设，先后发布了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公共

基础课程标准、岗位实习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

范等国家教学标准，与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教师

专业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等共同组成了较

为完善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2]

2021年，教育部发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2021年）》，是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上首

次同时发布包含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

本科职业教育全部层次的专业目录，设置 19个
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 349个专业，通过年度

动态增补，目前已设置 1 434个专业，全面阐释

了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2022年，发布了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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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制（修）订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数量类型变化

专业目录的配套文件《职业教育专业简介（2022
年修订）》，对专业内涵、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进一

步的阐释，为学校组织招生、指导就业、开展教

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提供了重要依

据，为学生选择就读职业教育专业、社会用人单

位选用毕业生提供了重要参考。专业教学标准

依据专业目录、专业简介，以职业面向、培养目

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为核心要

素，对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提出基本要求，是指导

和规范学校专业建设的主要依据，是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基本教学文件，也

是评价专业教学质量的基本依据。

2.专业教学标准开发修订的历史沿革

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过程。2010年以来，教育部持续

推进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委托教育部职业

教育发展中心、行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各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调研、组织专家审核，

面向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各地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相关部委多轮征求意见。此后，紧跟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并结合专业目录调整，及时

修（制）订教学标准（图1），促进专业教学有章可

循，持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2012年，

我国首批高职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公布，涉及 18
个大类、410个专业，填补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标准领域的空白。[3]2014年和2015年，

教育部分两批制订并公布了 230个中职专业教

学标准，第一次大规模规范了中职专业教学基

本要求。 [4]随着新职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

现，2016年，教育部对首批 410个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标准进行修订，并制订了 2015年新修

订高职专业目录新增设专业的教学标准，于

2019年公布了 347个修（制）订的高等职业学校

专业教学标准。 [5]伴随着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

的加速，专业教学标准同步更新，2025年，教育

部对中、高职教学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并新增

高职本科教学标准，共修（制）订758个职业教育

专业教学标准，首次发布中职、高职专科、高职

本科一体化专业教学标准。其中，中职 223个，

含 19个专业大类，78个专业类；高职专科 471
个，含19个专业大类，89个专业类；高职本科64
个，含 13个专业大类，35个专业类。至此，我国

形成了包含中高本各层次、具有完整体系的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提

供了基本保障。

3.新版标准的主要特征

为落实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

决策部署，适应职业教育分段培养与系统培养、

学历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新功能、新定位，满足服

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

就业需要，新版标准体现出需求导向、中高本一

体化、要素自洽三大特征。一是中高本一体化

特征。注重落实中高本一体化专业目录，区别

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逻辑，制订了符合职业

教育类型规律的、中高本相互衔接的教学标准，

系统优化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教学，

反映了遵循规律、中高本一体化的体系逻辑。

二是需求导向特征。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

战略布局，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发展和助

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三个布局体系，服务产业

新变化、新需求的时代趋势，对接产业、行业、企

业、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及能力体系，定

位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设置专业课程，体现了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反映了服务三个布局

体系落地实施的社会逻辑。三是标准要素自洽

特征。体现在标准的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

规格、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条件、毕业要求

等核心要素一脉相承，凸显了专业教学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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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性、规范性和系统性。

二、社会逻辑：服务三个布局体系落地实施

1.服务区域发展

新版标准立足国家发展全局，聚焦国家发

展战略，坚持需求导向，推动职业教育专业内

涵升级，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层面，对接科技强国等

战略，助力数字中国等建设目标，修订新一代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航空科技等事关国家重

大战略领域的教学标准，加强高技能人才培

养，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服

务区域发展层面，围绕国家级新区、经济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对

接区域功能定位和重点产业，在师资建设、人

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等方面对各专业提出新要

求，引领职业院校在关键能力建设、产教融合

等方面改革创新，推动形成“一体两翼”新格

局，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2.支撑产业发展

新版标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要求，适

应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趋势，对

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职业领域和岗位

（群）的新要求，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

创新链有机衔接。标准涵盖 19个专业大类，与

我国 41个工业大类相适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全面覆盖工业大类的职业教育标准。面向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

产业、支柱产业，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以培养

高技能人才为目标，服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发展；聚焦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基础产

业，将行业发展新趋势、新技术融入教学标准，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基础；服务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建成

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

代化基础设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为形成新

动能、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力提供人才保障。

3.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版标准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

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为世界经济

发展和高技能人才培养贡献中国智慧。一方面，

根据国际通行的岗位胜任能力模型分析方法，

推动标准输出，助力职教出海，提升我国职业教

育的世界影响力；另一方面，服务国际产能合

作，提高服务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高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撑。

三、体系逻辑：遵循规律,中高本一体化设计

1.纵向分层的人才分类规律

职业教育是培养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并

能应用在工作中进行实际操作的技能人才。

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服务于生产、服务

和建设一线，主要从事产品的制造、一般设备

的操作、生产工具和设备的运行与维护、服务

工作等；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毕业生在生产、服

务、建设和管理一线工作，从事复杂操作或服

务、设备维修，同时一些人还能胜任管理工作；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毕业生在生产、服务、建设

和管理一线工作，主要从事工艺设计、过程监

控、参与解决现场技术问题和现场创新工作，

承担现场管理工作，同时还能够从事操作或服

务难度大、复杂程度高的工作，或较复杂设备

的维修工作。新版标准在 2022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职业教育培养

具备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定位的基础上，遵循纵向分层的人才

分类规律，中等职业教育专业主要对应初级技

能相关职业、岗位（群）或技术领域，培养技能

人才；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专业主要对应中

高级技能应用和管理相关职业、岗位（群）或技

术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高职本科专业主要

对应高级技能应用、技术创新和管理相关岗位

群，培养高端技能人才。

2.中高本一体化设计

新版标准对于不同培养层次专业面向的职

业岗位或技术领域，对应的典型工作任务的复

杂程度、解决职业领域工作的能力要求等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一体化设计了中高本各阶段的

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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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业教学标准要素逻辑关系

从不同层次培养定位出发，整体设计与各层次

相衔接的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难度随层次

提升逐步增大，专业基础课程随层次提升而增

加，理论由浅入深、技能由单一到复合，形成能

力由低到高的阶梯，建立了中高本衔接纵向贯

通的教学标准体系，以培养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各层次技能人才。如电子

商务专业，中职培养从事店铺运营、新媒体运

营、新媒体营销、直播销售、客户服务等工作的

技能人才，高职专科培养从事数据化运营、社群

运营、行业运营、营销活动策划、客户服务管理

等工作的高技能人才，高职本科培养从事平台

运营、渠道运营、品牌建设、供应链管理、智能客

服、互联网产品设计等工作的高端技能人才，从

中职到高职专科、高职本科，既有典型工作任务

的贯穿，又有能力要求的提升和拓展。横向上，

以支撑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能力的培养为轴线，

通过互补、支撑、融合、拓展构建课程框架；纵向

上，以培养学生认知规律、能力形成规律、学习

成长规律为轴线，通过贯通培养构建一体化课

程体系。[6]中高本一体化设计，解决了统一不同

院校教学内容规范、打通不同主体管理体制机

制、实现资源共享等难点问题。

四、内在逻辑：标准要素间实现自洽

（一）标准要素的逻辑关系

新版标准的核心要素包括职业面向、培养目

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毕业要求等，这些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

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其中，职业面

向是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的逻辑起

点，源于对接国家战略、区域功能定位、重点产

业的相关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的人才需求调研；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

设定需要依据职业面向，确保与市场需求相匹

配，同时满足不同学段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需要；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是落实培养目标

和规格的载体，其中专业核心课程基于职业分

析，由典型工作任务转化而来；师资队伍、教学

条件则能够有效支撑课程的落地实施，确保培

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有效达成。基于以上要素

的联动，明确毕业出口要求，达成培养目标，学

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技能人才培养的闭环

（图2）。
（二）核心要素解读

1.职业面向

职业面向是教学标准的逻辑起点，源于研

制前期的充分调研。新版标准的研制面向行

业、企业、院校、毕业生进行调研，一方面，采用

传统问卷调研、线上线下深度访谈、文献调研、

术语调研等方式；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技术，

采集产业发展、行业信息、企业信息和岗位数据，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全国行业企业对某一专业领域

人才的需求量，该地区行业企业对该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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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需求量的分布情况和岗位数量等信息，明

确行业、企业所需的核心岗位或技术领域要

求。同时，职业面向明确了专业与职业、工种、

岗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4754-2017），明确专业对应的行业；

二是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及后续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明确专业

所面向的主要职业类别；三是在参考行业及企

业现行通用岗位群或技术领域的基础上，充分

吸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岗

位、新技术领域。

2.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对该专业

学生在毕业后 3年左右（中职 1~3年）能够达到

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新版标准的培养

目标：一是突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二是

体现职业教育技能传承，遵守职业道德，强调爱

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明

确应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具备的职业行

动能力，以及能够从事的工作；三是体现重视培

养人文科学素养、创新、就业创业能力，以及面

向新时代应具备的数字素养和面向未来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四是明确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

人才定位，即中职为技能人才、高职专科为高技

能人才、高职本科为高端技能人才。

培养规格规定了专业的基本要求，新版标

准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要求：一是德育方

面，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

自豪感；二是专业领域方面，通过人才需求调

研和职业分析规定各专业应达到的知识和技

能要求；三是体育方面，掌握身体运动的基本

知识和至少 1项体育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运

动习惯；四是美育方面，掌握必备的美育知识，

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形成至少 1项

艺术特长或爱好；五是劳动教育方面，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备与本专业

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素养，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

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落实，

依据人才需求调研，分析典型工作任务和能力

体系进行的课程转化。

公共基础课程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

开足，将党史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安

全教育、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等

作为必修课程或限定选修课程，根据不同专业

需要将物理、化学、数学、外语作为必修课程和

选修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和专业拓展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中职一般

2~4门，高职专科 6~8门，高职本科 8~10门。专

业基础课程是为专业核心课程提供理论和技能

基础的课程，是为更好完成职业工作任务而设

置的、促进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的课程，是分析

完成典型工作任务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和素养而形成的课程。依据各层次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对于技术技能的不同要求，从中职到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此类课程逐步丰富，为学生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专业核心课程，中职、

高职专科一般 6~8门，高职本科 8~12门。专业

核心课程是直接根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设置的

课程，原则上，1个典型工作任务可以转化成1门
专业核心课程，对于典型工作任务内容较少且

关联性强的，也可以合并转化成1门课程。专业

拓展课程，一般列举了10门左右，主要是进行专

业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的课程。新版标准课程

设置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对接职业岗位的特征，

增加了专业核心课程对应典型工作任务的表

述，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新服务方

式等反映在教学内容中，尤其对于高职本科的培

养定位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突出了高职本科

专业的职业性、类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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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障体系

新版标准将师资队伍单列，体现师资队伍

在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师资队伍建设按照

“四有好老师”“四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的要

求建设，将师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

标准。同时，遵循新法新政相关要求，如，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参照《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师资队伍

主要包括队伍结构、专业带头人、专任教师、兼

职教师四方面内容，依据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

养规格和课程设置，在生师比、“双师型”教师比

例、高级职称比例、专兼任教师团队、教研机制

等做了要求；专业带头人在基本条件、专业建设

和教改能力等做了规定；专任教师在教师资格、

教学和教改能力、实践经历等做了规定；兼职教

师在职称、实际工作经验、聘任管理办法等做了

规定。

教学条件主要包括专业教室、实验室、实训

室和实训实习基地教学设施，以及教材、图书、

数字化资源等教学资源两个方面。同样，依据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达成要求和满

足设置的课程教学要求配置教学条件。教学设

施方面，能够支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鼓

励在实训中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

拟仿真等前沿信息技术，还明确规定了实习场

所的岗位要求和指导教师，教学管理制度齐备

等要求。教学资源方面，教材选用应按照国家

规定，经过规范程序选用教材，专业课程教材应

体现本行业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新形态，与

课程内容要求相适应；配置新经济、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管理方式、新服务方式等相关

图书文献；数字教学资源建设配备相关的音视

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

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满足课程

教学需要。

五、标准应用应把握的“四个关系”

1.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的关系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是基于专业目录制订的，

旨在规范和指导职业院校的教学活动。职业教育

教学标准体系中，专业目录是专业教学标准体系

的上位标准，对接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的核心

要素，课程标准、岗位实习标准等相关标准依据

专业教学标准研制，属于下位标准。从专业设

置、课程建设到岗位实习的人才培养全过程，这

些标准相互关联，各有侧重，涵盖并共同构成了

指导和规范职业院校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7]

2.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地方标准、学校人

才培养方案的关系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为地方制订标准和学校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依据。一是国家专业教

学标准和地方专业教学标准是职业教育领域不

同层次的指导性文件，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统一

全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要求，明确了各专

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规范，保障职业教育

的基本质量和规范性，为地方制订标准和学校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依据。地方专业教学标

准指导学校根据区域特色培养人才，在国家标

准的基础上，地方专业教学标准对接国家标准

与区域实际，融入地方产业特色和经济需求，对

国家标准进行适度细化和调整，以满足地方经

济、产业结构和企业对人才需求。二是学校的

人才培养方案不等于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国家

专业教学标准提供了专业教育的统一规范，是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的依据，学校的人才培养方

案不能简单照搬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而应根据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或地方标准，结合区域经济

对人才的需求定位，以及自身办学条件和办学

特色制订学校人才培养方案。

3.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时效性与新变化、

普适性与个性化、局限性与创新性的关系

一是时效性与新变化。国家专业教学标

准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其修订需

要一定周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技术快

速迭代会产生异步现象。职业院校应根据最新

行业需求和技术发展，动态更新内容，与时代发

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持同步，确保培养的

人才适应社会需求。二是普适性与个性化。国

家专业教学标准作为全国范围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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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用性，确保职业院校专业教学质量达到

基本水平。职业院校需灵活调整课程设置和

教学内容，突出区域和学校特色，满足地方或

学校特色发展需求。三是局限性与创新性。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在推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其局限性，如不

完全覆盖产业的快速变化和多样化需求等，职

业院校需根据实际发展水平，高于标准创新性

建设专业，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不应受

到标准制约。

4.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认证、质量评

价的关系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是专业认证和质量评价

的基本依据，定义了“合格”的基本要求，而专业

认证以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为基准，在此基础上

进行拓展和细化，学校根据认证结果不断提升

专业建设水平，从“合格”走向“卓越”。质量评

价也应突出服务与诊断功能，检验是否达到基

本办学要求，如学时比例、教学条件等是否符合

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确保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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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rientation, Logic Path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Chunyan

[Abstract] Teaching standards play a fundamental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 a key
role of connecting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the standard system. The new ver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mplements the spirit of“The Planning Outli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2024-2035)”and reflect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achelor vocational educa⁃
tion, demand-oriented, and self-consistent of elements; In terms of social logic, the layout system of serv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ssisting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is implemented. The
system logic follows the rule of talent developmen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pay attention to the de⁃
sign of integr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achel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ts internal logic
reflects in the self-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standard text, and it has a clear logic path. The ap⁃
plication strategies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standards at all level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chool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the relationship with cert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liness and new changes,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limitation and high level.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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