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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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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是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有机结合。根据目前高职院校职业素质教育现状的分析，从课程设置方面，在
各个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均有效地加入职业素养元素; 在职业资格认证培养中，植入职业素质考核，充分体现职业与素质的结
合; 在职业精神培养方面，通过项目分工、团队合作等方式塑造职业精神。针对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进行多种方面、多种
形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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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职业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一直强调培养应用

型技能人才，忽视了一个问题“职业素质”培养。一

个企业不仅仅需要一个技术过硬的员工，更需要一

个“用得起，留得住”的人才。企业的生存不仅仅靠

一两个人，而是依靠集体的力量。高职院校培养的

学生就是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就业，企业的需

求就是努力的目标。现在很多毕业生“坐不住”，用

人单位在用人时，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通常选择

“留得住”的人，能力可以后期培养，但是人必须要

能守得住，否则培养得再好，都无济于事。
职业素质教育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常，职业素质是指一个人的职业道德、职业

规范和职业礼仪等。实际上，一些高职院校片面强

调工学结合，只注重学生岗位技能的培养，忽视职业

素质教育，使学生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高职院校职业素质教育培养策略

1． 课程设置。在各个专业课程的培养计划中加

入“职业素质培养元素”，开设“专业素质培养课

程”。比如通过“行业岗位群分析”，设立“职业技

能”课程，同时开设“职业从业规范”等职业素养课

程。每一个专业根据专业特点及要求加强专业素质

培养及职业素质培养。课程教学可以多种形式，比

如将学术讲座与职业规划相结合。针对学院现有专

业及规划发展专业，对新生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开展

讲座，进行职业素质培养前期准备。聘请企业界专

家，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相关职业素质课程、编写适合

企业的教材，使学生出校后就能马上进入企业，直接

上岗不需要再培训上岗。
2． 职业资格认证与职业素质相结合。开展专业

与职业资格培训相结合是职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

径。开展的职业资格培训种类要与企业接轨，力求

多样化、社场化。让学生可选性较强，以校企合作方

式开展各种认证授权合作。大力拓展职业资格认

证，同一专业拓展 4 － 5 种职业资格认证。统一制定

相关政策，根据学生考取的职业资格与专业课程挂

钩，考取相应资格的学生可以免修职业资格认证的

相关课程。职业资格与学生就业相结合。根据不同

的专业可以聘请相关企业的工程师进行实践指导，

加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比如信息安全专业可以

开展本地化企业工程师培训计划，针对实际工作需

求，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开展培训，并选拔优

秀学生由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学历认证培训，针对

相关企业的学历要求，拟开展专业专升本( 自考)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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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联系相关学校开展学历认证培训，指派师资进行

相关培训工作。
在职业资格认证过程中，植入职业素养课程，进

行职业素养考核。让学生明白: 没有职业操守的专

业人员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即使再好的技术也是

不能长久发展的。
3． 职业精神培养。职业精神是职业素质的核

心。职业精神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

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包涵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
业责任等基本内容。职业精神的实践内涵体现在敬

业、勤业等方面。职业精神具有世代相传，表现形式

灵活具体多样等特征。职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从业者的职业品质、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社会主

义职业精神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高职院校要引导

学生自觉发扬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学生树立主

人翁的职业态度。通过校企合作促进学生职业精神

向职业实践的转化培养，突破原有的培养模式，走出

学校，实现技能型与职业型的结合。对学生实行

“技能教育”和“精神教育”，通过做项目、参加比赛

等多种形式和方法来实现职业精神塑造。比如软件

方向，由教师带队做项目，学生在学校时实行公司化

管理，接受培训，完成分配任务，提前接触公司运作

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学会“合作、协作”。同

时，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竞赛，尤其是全国性的比

赛，比如高职技能比赛，通过比赛让学生理解“竞技

精神”。职业精神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职业精

神培养是否合格必须要通过企业的考核、检验。
( 1) 建立职业技能与精神为导向的双向考核标

准。结合当前课程所涉及到的工作岗位及其工作任

务与内容所确定的行动领域，解析相对应技能点组

织课程，保证学生课程与技能同步走，而不是课程学

完后还要接受培训很久才能工作，同时加大职业素

质考核。一个项目的圆满完成不是只看形式，还应

该考核是否高质量地完成，在完成的过程是否按时

按质地完成，是否合乎规范，员工在完成项目期间是

否遵守职业操作。弹性考核标准提高。
( 2) 加强内涵建设。高职院校实现职业素质培

养必须保证有可供学生操作的实践设备和实习基

地，这就要求加强投入，积极购置实践设备和建设好

实习基地。每个技能化专业都要有开放性的实习中

心，专业开放式实习场所不仅能满足学生课程教学

需要，而且还可在课余时间安排学生实操训练。职

业技能化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而且更重要

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人文素质品格。
不仅仅要教会他们技能，而且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一

名合格的专业职业人员。
( 3) 加强教师职业素质培养。教师作为培养学

生的第一责任人，其自身是否具有合格的职业素质

成为能否培养好学生的首要条件。加强教师职业素

质培养是首要的工作，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采用了

“双师素质教师”、“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骨

干教师”评选制度，稳定人才队伍，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积极扶持专业教师独立主持或参与省级以上教

研和科研课题，并对专业教师申报的教研、科研课题

进行资金配套资助。积极支持专业教师所在的课程

建设网络课程，设立专业教师培养专项基金，用于资

助专业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企业挂职锻炼，开展教

研、科研活动，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术访问或参加学

术交流会议等。鼓励专业教师到实习单位指导学生

开展专业实习，并指导学生到企业、行业开展专业调

研、专业咨询服务，并完成专业调研报告或咨询服务

资料; 鼓励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考核，帮

助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开拓

就业门路，开展就业; 鼓励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全

省组织( 由政府部门厅级以上单位) 的各类技能大

赛，强化技能培训。
职业素质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内容

不断更新，培养方法不断变化。但是它的核心不会

变化，那就是培养适应社会、适应市场职业与技能、
道德与技术双头并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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