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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类型特征的高职院校学生评价改革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4.0%（196）

      聂强;聂蕊;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10-01 是否引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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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亚琳;王中兴; - 《烟台职业学院学报》- 2016-03-18 是否引证：否

7 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的现状与策略 0.7%（35）

      杜绍奎;唐琴香; - 《山海经》- 2019-03-01 是否引证：否

8 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_图文 0.6%（28）

       - 《互联网文档资源（https://wenku.baidu.）》-  2018 是否引证：否

9 高等学校“三课堂两平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系构建 0.6%（28）

      丛悦; -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15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五化一体”评价机制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简介

    （一）成果形成

    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是学生评价，学生评价改革是推动高职院校特色发展和内涵式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成果针

对高职院校学生评价方式虚化，价值取向窄化，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弱化等问题，2019年我校开启了职业教育学生评价机制研究

与实践，重点构建立体化动态化的学生评价体系；2021年在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建立大数据分析与人才需求预测系统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过程增值评价及全要素横向评价；2022年“学果”教学质量管理与认证评估系统纳入应用；2023年通过

产教融合进一步探索了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连续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凝练出“五化一体”学生评价机制

，贯穿人才培养各环节，使教学模式、学生学习方式、师资结构、产教融合导向都实现了转变，形成了全过程动态化评价，学

生的积极性、创新性和获得感明显增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二）成果实施

    1.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评价机制，赋能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针对学生评价改革的难点堵点，建立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

态化，“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为完善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参考模式，赋能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

    2.开发了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数字化技术赋能，构建“人才需求预测+教学跟踪+成果评价+技能测评”的一体化数据化系统平台，引入行业企业实战评价

，使学生在情景中“浸润”，使“过程性评价+成果评价+增值评价”分层递进，强化增效，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3.开拓了产教融合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推动学生评价改革。

    以导师制、订单制培养模式为载体，推进深度产教融合，产业、行业、企业、专业、就业“五业”联动，推动学生评价改

革，在校企互通交流、共享师资等方面加强深度合作，共育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人才，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成果实施以来，电商专业获评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级骨干专业，国家级样板党支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撰写“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国家级专业标准，承担国家级教学改革课题1项，建设省级在线精品课程3门，省级课程思政示

范课3门，服务“艾草”和“月季”产业近1500家企业，开展社会培训每年1500人次，每年社会服务到账额300万元。学生获技

能大赛国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1项，国家荣誉9项，连续五年就业率98%以上，学生就业质量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

意度均在95%以上。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成果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1.学生评价方式虚化问题

    在当前应试导向的强烈影响下，采用统一模板的“标准化考核”的量化评估模式是高职院校的主流评价方式。该模式试图

通过“分数”这一量化工具和一系列标准化“标尺”，全面衡量学生的道德品质、学术成就、劳动技能及创新能力等多元维度

。这种传统评价方式无形中促使了学生发展的同质化趋势，使学生逐渐沦为被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教育产品”，失去了个性

与独特性。

    2.学生评价价值取向窄化问题

    传统学生评价体系中，学校担当着标准设定的角色，教师作为标准的直接执行者与评判主体，学生自身却往往被置于评价

过程的边缘。这种单一主体主导的一元化评价视角，实质上是用一把固定的尺子去衡量学科的多样性，与人类多元智能理论的

精髓背道而驰。采用统一标准的技能知识评价体系，不仅偏离了评价的真实目的，也未能响应职业教育现代化对多元化发展的

迫切需求。此评价体系忽视了对学生内心世界、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及全面发展潜力的深度探索，阻碍了学生根据自身独特性

和无限潜力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违背了教育评价旨在促进每位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宗旨。

    3.学生评价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弱化问题

    现行的学生评价体系却未能紧密对接未来产业的实际需求，教育过程也未能精准瞄准未来职业岗位的具体要求，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职业教育独有的类型特征，导致评价体系中缺乏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的指标维度，从而偏离了“职业导向”的核心。单

纯以“技能考核”作为衡量学生职业素养的标准显得尤为片面，因为职业能力的精髓根植于实际工作过程之中，而非单纯的知

识积累。因此，当前的评价方法忽略了与职业岗位真实工作情境的紧密联系，未能充分展现职业教育的特性。这种做法未能有

效评估学生解决实际企业问题的能力。长此以往，不仅削弱了职业教育的辨识度，也制约了职业教育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路

径。

    （二）主要做法和经验成果

    成果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经过长期研究总结，聚力学生、教师、高职院校、产业、行业、政府，共同构建“五化一体

”评价机制，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多元并举，建立“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SHJ20190509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https://wenku.baidu.com/view/78cea25a5b8102d276a20029bd64783e08127d40.html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YLD201903014&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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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为中心，建立“五化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充分发挥政府、行业、企业、

学校、学生、第三方多元主体优势，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重视实践性和职业性，涵盖职业知识掌握程度、职业技能熟练程度

、职业素质表现等多维评价内容，实现评价内容多维化；深入推进专业课理论技能一体化测评，以企业真实项目锻炼学生实操

技能，促进过程性评价、成果评价、增值评价相结合，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立足学情，按照学生个性化成长画像，一对一设

计评价纬度，实现评价方式个性化；建设大数据精准分析平台，一体化展示学生各维度学习绩点，实现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

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动态化。

    2.数字赋能，开发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

    以行业发展和市场人才需求为参考依据，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通过虚拟仿真、VR/AR技术，构建高职学生教育质量

“输入—过程—输出—发展”的“学果”系统、“技能测评”系统和人才需求预测系统。首创以标签反映学生知识能力画像的

方式，通过动态收集学生学习成果、教师教学成果、教学资源、教学条件支撑、教学方法、企业岗位需求等数据，形成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支撑矩阵、数据可视化的课程地图，并自动分析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以及学生专业能力评估情况

，最终形成针对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的数据画像，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增值评价及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

评价，解决学生评价价值取向窄化问题。

    3.产教融合，健全高职学生“职业性”评价体系。

    依托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创新服务平台，接引企业入驻，使专业与产业资源进行对接和精准输送，推动学校与行业企业形

成命运共同体，使用企业实战资源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并因材施教推荐和个人岗位能力水平相匹配的企业任务订单和创业项

目，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学习，以符合工作任务要求为准则，建立校企双元导师、学生、企业多元反馈机制，针对性制定解决方

案，做到实时教学诊断，将企业项目实战的环节前置，培养符合岗位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健全高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动态

“职业性”评价体系。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

    项目组经过长期探索，针对学生评价面临类型特征弱化、价值取向窄化、评价方式虚化等问题，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

续发展评价机制，实现了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对学生的

职业教育达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动态化评价。为完善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模式，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显著提升，推动了职教改革的纵深发展。

    （二）创新了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

    项目组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第三方评价，创新了高职学生教育质

量评价系统，包括人才需求预测系统，“输入—过程—输出—发展”的“学果”系统和“技能测评”系统。

    人才需求预测系统是应用大数据分析，对产业人才需求数据进行多元集成，对人才需求情况进行多维度分析展示，从而对

未来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学果”系统是通过动态收集学生学习成果、教师教学成果、教学资源、教学条件支撑、教学方法、

企业岗位需求等数据，形成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支撑矩阵、数据可视化的课程地图，并自动分析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达成情

况，以及学生专业能力评估情况，最终形成针对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的数据画像。“技能测评”系统是深化相关人才“入

学→成长→就业”能力成长研究方向，将市场端相关岗位对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转化为测评元素，开展多元融合的技能测评。

    整套系统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第三方评价，形成协同评价共同体；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职业培养和发展，准确了解学生

的职业技能水平，并在职业教育全周期进行动态调整，实现增值评价和立体化评价。

    （三）创新了产教融合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

    以导师制、订单班等培养模式为载体，在深度产教融合基础上，将企业项目实战的环节前置，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培

养符合岗位要求的技能型人才。一是与企业紧密合作，建立产业学院，承接各类企业实战资源，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和实训环节

中，让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进行学习和实践，更好地了解职业要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二是开展实战教学模式，围绕大量的

企业项目工单开展教学活动，企业导师全程参与教学过程，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提升技能。

三是实施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和反馈，及时调整评价标准和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用评价结果指导学生全面发展。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一）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项目实施以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意识明显提升，课程教学效果显著增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有较大提高，毕

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98%以上，就业竞争力在全省名列前茅，学生就业质量满意度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均在95%以上。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累计获国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1项，获奖总量位居全省高职院校前列。

    （二）建成了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项目实施以来，获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个，国家级样板党支部1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

团队）3门，成功申报省级研发中心1个，省级区域性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中心1个。教师团队建设全国电商行指委创新课程1门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门。主持参与省级以上教改项目17项，省级以上教学工程10项，获省级及以上奖励9项，出版省级及以

上规划教材3部，发表教改论文5篇。学校获高职院校教师发展指数100所优秀院校，高职院校资源建设优势学校，成绩斐然。

    （三）提升了电子商务等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项目实施以来，有效提升了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影响力。该专业获评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国家骨干专业，三

年来为地方军工企事业单位培训职工2400人天，为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设计产品、打造面向全球的电商销售平

台，使年销售不到100万的乡镇企业在两年内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以上。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该公司考察时，再次强调

“农村电商，大有可为”。团队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致力于南阳农产品走向世界，为南阳打造“世界药都”和“仲景医学”品

牌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电商数字化新型人才的摇篮。

    （四）示范辐射作用明显，得到了同行高度认可。

    项目实施以来，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系列研究和实践成果先后在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高专类学校进行推广应用，得到了相关学校的一致好评，受益学生数达60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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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余所兄弟院校到校调研学习交流。学校“五化一体”可持续评价机制的成功经验在媒体报道30余次，学校获得高职院校服

务贡献典型学校、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有效提升了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指    标

  疑似剽窃文字表述
--------------------------------------------------------------------------------------------------------------

1. 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是学生评价，学生评价改革是推动高职院校特色发展和内涵式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

价机制，

3. 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

说明：1.总文字复制比：被检测论文总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2.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去除系统识别为引用的文献后，计算出来的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3.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去除作者本人文献后，计算出来的重合字数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

      4.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被检测文献与所有相似文献比对后，重合字数占总字数的比例最大的那一篇文献的文字复制比

      5.指标是由系统根据《学术论文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自动生成的

      6.红色文字表示文字复制部分;绿色文字表示引用部分;棕灰色文字表示作者本人文献部分

      7.本报告单仅对您所选择比对资源范围内检测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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