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定位拓新局

——2022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回眸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再次明

确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表决通过并正式

施行；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我国首次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2022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

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的出台，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深化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筑牢了“四梁

八柱”。时代大潮中，职业教育正乘势而上，在推进高质量发

展中焕发勃勃生机。

明确职教定位，从“层次”向“类型”转变

“如果没有继续上学，我可能还在老家务农，无法看见大

山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因为青岛海运职校与安顺民族职校结

成对子，将船员培养作为合作方向，贵州小伙秦龙江得以学习

航海捕捞专业知识。现在，他不仅能操控万吨巨轮航行海上，

也成为家人的依靠。

回望 2022 年，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被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有序有效推进，越来

越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走出校园，走

上工作岗位。

2022 年 5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正式施行，标志着以立法方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为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

型”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1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指明了前

进方向。

《意见》重申了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要服务人的全面发

展，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

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

多样化成才。

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作为一种特

色鲜明的教育类型，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接受职业教育成长成才的学子，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

体。近年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幅增长，中职、高职院校在

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的“半壁江山”。

——多个省份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成为中高职毕业生深造





《意见》的落地，职教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的趋势来到了新

关口。

目前，中职、高职院校每年为国家培养约 1000 万名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全国职业院校共开设 1300 多个专业，紧跟

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优化，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现场工

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启动实施，到 2025 年将有累计不少于 500

所职业院校、1000 家企业参与项目实施，累计培养不少于 20

万名现场工程师。

我国职业教育从政府主体走向多元参与、从规模扩张走向

内涵发展，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

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了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

平。

职教助力区域发展的好消息也接连传来。探索省域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等举措，正在成为职教工作的亮点与重点。

在天津，部市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示范区，成

功打造海河教育园职教示范窗口，形成行业办学、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职继协同等经验做法。

在全国范围内，经过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积极推进，

已认定了 21 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各地培育了 4600 多家

产教融合型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



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

国际交流更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紧密结合不可缺

少的一环。2022 年 8 月，我国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

发展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强调“职业教育与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以此为标志，我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主场。

大会同期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举办首届世界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博览会，形成“会、

盟、赛、展”的国际交流合作新范式。

此外，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如期举办，倡议加强职业教

育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变局；“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

成功举办，探讨通过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发挥更大的经济社会

价值；继续推广“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不断完善“鲁班工

坊”建设标准，为合作国培养大批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长远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活动，

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传播中国声音，也在更加宽广的国际视

野和国际经验之下，助力产教融合更上一个台阶。

加强内涵建设，系统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2 年，广州科教城迎来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4600 余

名新生。从 155 间智慧教室到铺设 4 条城轨和高铁线路的实训



基地，铁职院新校区项目总投资 17.08 亿元。作为国家“双高

计划”建设单位、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铁职院过去受制于

办学场地限制，而广州科教城的建设极大改善了学校硬件办学

条件。

广州科教城的例子是一个缩影，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正在得到积

极解决。2022 年，国家在制度上、标准上、师资上，为职业

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平台。

2022 年，“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汇聚数字

教育资源 654 万条，提供在线课程近两万门，覆盖 600 个职业

教育专业，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数字化“1+5”体系。

这一年，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全面加强，为优化职业教育类

型定位提供了重要支撑。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教

育部修订发布的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简介》《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标准》也基本完成；根据新时代残疾人职业教育发展实际，

教育部修订通过《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这些标准

一方面为规范职业教育办学行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制

度和标准保障，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类型教育的内涵。

这一年，国家部署实施了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和“双高

计划”中期绩效评价，为办好类型教育提供坚实支撑。



2022 年 11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

达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3 年底 80%以上的职业学校办

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到 2025 年底达标比例提高到

90%以上，明确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的目标任务，制

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真正落实职普地位同等重要。

这一年，我国加快职业教育和“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

发展，为全面提高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

师资支撑。

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建设的通知》，要求着力打造一批德技双馨、创新协作、

结构合理的创新团队；发布《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

师认定工作的通知》，从师资队伍建设层面更好支撑职业教育

的高质量发展；发布《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试

行）》，启动“双师型”教师分级认定工作。

这一年，职业教育各项赛事和活动如火如荼举行，对提升

育人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职业教育活动周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持续开

展；教育部等十部门组织开展了 15 项全国性活动，各地因地

制宜开展常规活动和本地特色活动；组织开展国家级职业教育

教学成果奖评选、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职业教育

国家在线精品课评选等影响力广泛的活动，对提高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回顾 2022 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的战略定

位越来越突出，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分量之重前所未

有。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注与关怀下，职业教育战线正齐心

协力、攻坚克难，共同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奋斗！

（摘自《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