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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及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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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我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体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面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加快完善标准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分析了影响职业教育的内部和外部标准,基于人才培养周期,构建

了条件准入、教学过程和质量评价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并分析了各部分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

了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框架,建立“横向融通、纵向贯通、内外联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加强“元标准”的研

制水平,规范标准建设技术路径,提升研制人员标准化工作能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建设机制,加强标

准管理效能;探索国际职业教育标准认证体系等优化建议,推进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建设进入从有到优的新阶

段,服务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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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职业教育伴随新中国的成长日臻成熟,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下普教主流、职教支流发

展到立法层面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人才和

技能支撑。 在发展进程中,国家通过发布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体系推动产业、行业、职业和

教育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教育部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

育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发挥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中的基础性作用[1],主要已完成 13 类 2421 个国

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

的历史性突破,为依法治教、促进教育公平,规范办

学,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

用。 伴随着纷沓而至的标准,众多标准之间的逻辑

关系是什么,继续建设的标准如何定位,各省级行政

部门、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如何准确对接标

准,这是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困惑。 同时,可
以看到目前的标准中存在中高本人才衔接培养、中

国特色学徒制、国际化标准等尚处于空白,质量评价

标准缺乏、没有形成很好的人才培养闭环等标准体

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尽管在标准建设

过程中设立了较为严密的研制机制,但由于研制人

员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不同,现代职业教育课程

开发能力和标准化工作规律掌握程度不同,已发布

的标准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等标准质量还不够高的情

况。 亟待深入开展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构建与优

化,将职业教育标准建设推进至从有到优的新阶段,
服务党的二十大对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提出的“三教”
协同、“三融”发展的科教兴国战略。

一、基于职业教育视角的标准体系

1. 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家、技术机构、专家等对标

准的概念进行了各类定义,其中,1983 年国际标准化

组织第 2 号指南将标准定义为:“由各方根据科学技

术成就与先进经验,共同合作起草、一致或基本上同

意的技术规范或其他公开文件,其目的在于促进最

佳的公众利益,并由标准化团体批准”;我国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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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将标准定义为:“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

序经协商一致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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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

以看出,国际组织和我国国家标准对标准定义的共

同之处在于:标准的制定是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多方

协商一致产生的,由相应的机构发布,具有民主性和

权威性;标准的内容是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

果;标准的使用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和重复性。 当

然,国际组织和我国国家标准对标准的定义也有其

局限性,其定义主要基于技术标准,对管理标准和工

作标准极少涉及。 因此,标准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
义的标准是对一定范围内技术、管理、工作等给出基

准、准则、规范、尺度等,通过协商一致以统一秩序,
标准的呈现形式有“标准”“指南”“通则”“指引”等,
还有法律法规、文件等;狭义的标准在广义的标准

内,具有其特征,同时其形式是更具有特定格式的文

件标准。 教育标准是指教育领域需要统一的技术要

求,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3]。 在向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进程

中,标准对于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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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职业教育内部标准

职业教育内部的标准简称为“职业教育标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部已发布了涵盖中职、高职

专科、高职本科 3 个层次相关的专业目录及简介、专
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习标准、实训教学条件标

准、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学校和专业设置标准、
校长和教师专业标准、“双师型”教师标准等,并根据

实际需求和标准特点实行定期更新修订,如表 1
所示。

　 　 表 1 已建设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

分类 序号 标准名称 覆盖职业教育层次 数量 启动编制年份 最晚发布年份(目前使用)

条件

准入

1 学校设置标准 中、高、本 3 个

中:2001 年

高:2000 年

本:2021 年

中:2010 年

高:2000 年

本:2021 年

2 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中、高、本 3 个

中:2010 年

高:2004 年

本:2021 年

中:2010 年

高:2015 年

本:2021 年

3 专业目录 中高本一体化

中:361 个

高:748 个

本:273 个

1963 年 2021 年

教学

过程

4 专业教学标准 中高本一体化 高:757 个 2012 年 2022 年

5 公共基础课程标准 中、高
中:10 个

高:2 个

中:2017 年

高:2021 年

中:2020 年

高:2021 年

6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中 9 个 2009 年 2017 年

7 岗位实习标准(原顶岗实习标准) 中、高
中:24 个

高:125 个
2016 年 2022 年

8
实训教学条件标准

(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
中高本一体化

中:25 个

高:74 个

本:1 个

2012 年 2021 年

9 “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 中、高 1 个 2022 年 2022 年

10 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中 1 个 2015 年 2015 年

11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 中 1 个 2013 年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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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分类 序号 标准名称 覆盖职业教育层次 数量 启动编制年份 最晚发布年份(目前使用)

质量

评价

12
高职本科专业学士学位

授予学科门类对应表
本 1 个 2021 年 2021 年

13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教学

工作合格评估标准
本 1 个 2021 年 2021 年

　 　 注:表中涉及的职业教育层次,“中职”简称“中”,“高职专科”简称“高”,“高职本科”简称“本”。

　 　 不同的视角对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从管理

层级来看,标准可以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

标准和学校标准;从管理效力来看,可以分为强制性

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从教育层次来看,可以分为中等

职业教育、高职专科、职业本科以及未来的专业硕士

标准等;从教育要素来看,包括校长、教师、学生、学
校、课程、实习实训等关键要素的标准。 由于我国经

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和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

特点,在国家层面,实行的大部分职业教育标准为推

荐性标准,也有少量的强制性标准,如专业目录,以
统一招生就业、教学管理等;教育层次涉及中等职业

教育、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其内容涉及校长、教师、
学生、学校、课程、实习实训等关键要素。 在国际、地
方和学校层面,根据实际需求针对性加强,如国际专

业认证更关注学生的发展和专业的实质等效。 如北

京的教学管理通则以管理标准提升内涵质量,上海

的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彰显其国际都市特色,浙
江的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支撑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

培养等。
3. 职业教育外部标准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密不可分的类型教育,
影响其发展的不仅有教育内部标准,还有产业、职业

等外部标准。 对职业教育产生影响的外部标准主要

有:一是产业端标准,由国家标准委直接发布的国家

标准,和在其协调、指导和监督下的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企业标准、团体标准,以指导和规范各行业企

业的发展,有的与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的行业直接相

关,有的直接指导教育行业发展,如《教师数字素养》
《数字教育资源基础分类代码》《智慧教育平台数字

教育资源技术要求》等教育行业标准。 二是职业技

能等级标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将
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2019 年起,在国办的指导下,教育部

以社会化机制招募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开发职

业技能等级标准和证书,学校将适合的标准和证书

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融通起来,
以促进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以此

探索建设“学分银行”,构建国家资历框架。 截至

2022 年,教育部分 4 批次共立项 447 个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标准,共计 300 家培训评价组织,建立了动态

调整机制。 人社部也在组织开发此类标准和证书。
三是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由人社部根据国家职业分

类和产生的新职业,组织开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
引导人社部管辖的职业培训、技能鉴定评价和技能

竞赛等。
二、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及逻辑关系

1.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使命。 构建国家职业教

育标准体系框架,需要围绕人才培养的全周期、全过

程、全要素进行归纳,建立能够贯穿人才链并能够对

职业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的标准体系;在教育

内部,国际上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和 TIMSS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等普遍采用了“输
入-过程-输出”的人才培养考量方式。 基于此,可构

建起职业教育内部的生成性标准和外部的影响性标

准,内部标准又由条件准入标准、教学过程标准、质
量评价标准组成,内外结合,支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生态系统,形成了职业教育视角下的国家标准体系

框架,如下页图 1 所示。 职业教育内部标准是直接

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也是职业教育标准体

系的核心。
2. 条件准入标准

在职业教育内部标准中的条件准入标准,目前

已有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 3 个层次的学校设置

标准、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专业目录,属于国家层面

为数不多的强制性标准,地方及学校开设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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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应按照专业目录实施。 其中,“学校设置标准”
规定了学校的校园建设、教师配备、仪器设备、图书

配备等基本办学条件。 “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规定了

专业设置的基本条件与要求、设置专业的程序,以及

如何进行指导与监督。 “专业目录”是教学标准中的

基点,它是介绍专业基本信息与人才培养核心要素

的文本,现行目录于 2021 年 3 月发布,这是职业教

育发展历史上首次同时发布包含中等职业教育、职
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现有类型教育的一体化

专业目录,设置 19 个专业大类、97 个专业类、1349
个专业,其中,中职专业 358 个、高职专科专业 744
个、高职本科专业 247 个。 专业目录实行每年增

补、每 5 年修订一次的制度,如 2022 年在 2021 年

新版目录的基础上增补了 33 个专业。 另外,在专

业目录内还包括“专业简介”,它是专业目录的配

套文件,内容包括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专科、职
业教育本科,专业简介伴随专业目录更新而更

新[4] 。 专业简介不是独立的教学标准,其内容属于

推荐性标准,它对专业内涵、培养什么样的人进行

了进一步的阐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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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生提供重要参考。

3. 教学过程标准

教学过程标准是提高职业教育内涵质量最重要

的环节。 2017 年以来,教育部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完

成了这项标准的初步建设,主要有:一是专业层面的

中职、高职专科、部分高职本科的专业教学标准,是
依据专业目录及其专业简介制定的标准,属于推荐

性标准。 专业教学标准是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

培养规格的基本教学文件,以职业面向、培养目标、
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和保障条件为逻辑主线,对如何

进行人才培养提出了详尽的基本要求,是指导和规

范学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案研制的主要依据,
是评价专业教学质量的基本依据。 现行中职专业教

学标准 230 个,高职专业教学标准 348 个,2021 年开

始根据新版专业目录修(制)订专业教学标准,第一

批 757 个(包含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完成研

制,第二批约 60 个标准已启动研制。 新版专业教学

标准突出了与中高本一体化专业目录的衔接落实,
突出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培养规格、突出了具

有典型工作任务的类型特征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

等。 二是课程层面的中职、高职专科的公共基础课

程标准和中职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公共基础课

程标准突出职普融通,强化学科核心素养和专业的

可持续发展通用能力的培养。 “十三五”时期实施高

图 1　 职业教育视角下的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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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段课程改革,中职废止了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大

纲,依据专业目录要求,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基础

上,结合职业教育特色,发布了思想政治、语文、数
学、英语、信息技术、艺术、历史、物理、化学、体育与

健康 10 门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夯实中职阶段学生

文化基础,注重教学内容与社会生活、职业的联系,
注重与专业课程相互配合,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为

进一步指导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和

课程建设,2021 年首次发布了高职专科信息技术和

英语 2 门课程标准。 三是实践教学环节的中职、高
职专科的岗位实习标准、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

的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落实职业教育 50% 实践

教学的要求和专业教学标准中的基本要求,对实习

实训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的标准。 实习实训是强

化学生实践能力必不可少的教育教学环节,也是职

业教育的基本教学模式。 岗位实习标准是依据专业

目录及专业教学标准内容,以及落实各部委颁布的

实习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规范识岗、跟岗、顶岗等

学生进入企业学习的目标、条件和管理要求等,目
前已有专业(类)岗位实习标准 149 个。 专业实训

教学条件建设标准(即原“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

范”),是落实专业教学标准,进一步规范与课程对

接、与实训项目对接的实训教学环境的搭建、实训

软件及硬件的配置。 已完成六批 101 个专业实训

教学条件建设标准的建设[4] 。 四是涉及教师队伍

的初、中、高级“双师型”教师基本标准、中职校长

和教师专业标准。
4. 质量评价标准

质量评价标准是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中较为薄弱

的环节。 目前国家层面有高职本科专业学士学位授

予标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标准。
学位授予标准即“高职本科专业学士学位授予学科

门类对应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

定,对应职业本科专业目录的基本要求和特征,参照

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学科门类办法出台此标

准,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 “本科层

次职业学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标准”是对职业本科

学校的党的领导与办学定位、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
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与利用、质量管理、学风建设与

学生指导、职业培训与技术技能积累、教学质量等进

行评估,促进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注重教学规

范、保证基本教学质量,引导学校探索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办学规律,突出特色发展。
三、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优化策略

目前,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解
决了有没有、从零到一的问题并发挥了重要基础性

作用,随着世界技术进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职业教育服务市场需求、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服务学生可持续发展上提出新的挑战,国家职业

教育标准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框架,建立“横向融

通、纵向贯通、内外联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统筹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创新,推
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三融”发展[5],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提出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拓
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中职与高职学校联合开展五

年一贯制办学、中职与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等要

求[6]。 但目前我国各地区由于无标准引导,带来中

高职各学段的培养定位混乱、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

重复设置、师资和教学资源不能共享,培养方案一体

化程度低等问题,仅解决了招生和学历需求没有提

升培养效能。 因此,需要完善“横向融通、纵向贯通、
内外联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横向融通上,建
立普通高中与中职融通、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融通

标准;纵向贯通上,建立一贯制、中高职衔接、高本衔

接、中本衔接标准;内外联通上,建设中国特色学徒

制、订单班、混合所有制、社会服务等标准,填补科教

融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具有类型特征的标准空

白,建立职业学历教育课程与职业培训课程互认标

准,规范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
学资源建设、学业考核评价等,培养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职业人才。 通过建立融通

类标准,解决不同院校教学内容的规范、不同主体管

理体制机制的打通、资源的共享等难点问题。 同时,
结合职业分类大典修订,适时修订完善各类标准,形
成层次分明、覆盖专业、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习实

践等各类课程、特色突出、有效支撑沟通衔接的职业

教育标准体系。 在标准建设的过程中可采取工作指

引等方式进行宏观引导,也可以研制一批高水平的

示范性标准或认定一批标准以解决量大面广情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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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大的问题。
2. 加强“元标准”的研制水平,明晰标准建设技

术路径,提升人员标准化工作能力

要整体提升职业教育标准质量,须加强“元标

准”的研制水平,明确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标准建

设的技术路径,提升研制人员标准化工作能力,这在

国际职业教育和其他类标准的研制中都有所体现。
一是研制“元标准”,以开发指南、技术规程等形式,
明确标准的核心术语概念、框架、核心技术内容、体
例和标准化工作的要求等,确定对标准化对象作广

泛调研,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根据制定标准的目的

和需要,高度浓缩、概括、抽象、提炼共性特征,遵循

标准的制定程序和编写规则,使标准内容简洁、明
确,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 二

是明确职业教育标准开发的技术路径,以职业教育

教学标准为例,提供发展导向、工作过程导向、项目

课程、成果导向等在我国有较多实践的,适应我国国

情和未来职业人才培养方向的建设技术路径供研制

人员选择使用,基本思路是:从职业人才需求出发,
调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职业(技术)领域对技术

技能人才的需求,确定人才培养所面向的职业岗位

群。 通过职业分析会,解析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

内容;解析胜任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行动能

力和通用能力、社会能力、发展能力的综合素质。 通

过典型工作任务的转化、能力的分析整合,以能力体

系和学生认知规律为主线构建课程体系,形成课程

与能力体系的对应支撑度表,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规

格确定、课程体系转化、保障体系设计的依据,将职

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体系贯穿于专业人才培养全过

程,如图 2 所示[7]。 三是提升研制人员标准化工作

能力,制定标准是一项艰苦细致、富含创造性思维的

高智商劳动,对研制人员认识和素质都有较高的要

求,从遴选研制人员、组建研制团队、建立研制机制

都应有所考虑,并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培训,使研制

人员都能熟练掌握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和标准化

工作规律。
3.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标准建设机制

教育体制体现国家体制,教育标准体现国家意

志,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建设机制必然与其他国家不

同。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开发采用在教育部统筹领导

下确定研制框架和体例要求,由行(教)指委、行业企

业、院校各方协同研发的工作机制,组织核心专家集

中统稿论证后,面向行业、各相关部委、地方教育行

政部门、院校等多轮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经过自下

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复过程,保障标准最大限度做到

规范性、普适性、科学性,着力将前一阶段标准建设

过程中的经验以指南、规程等方式固化下来,探索出

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建设的路子,并推广至

各级各类标准的研制。 以 2021 版专业目录研制为

例,一方面,在体制机制建立上,构建了顾问组建议

咨询、工作组统筹组织、综合组协调把关、研制组具

体落实的组织架构,其中,“顾问组”按照组内分工参

图 2　 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建设技术路径

·01·



加综合组、研制组活动,提供指导咨询,成员由有关

领域院士、科学家、专家组成,在提供前沿咨询、修订

指导、完稿审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工作组”统筹

研制工作,由教育部对目录修订工作进行整体统筹

与把关把握;“综合组”由院校、研究机构专家及各研

制组组长组成,开展相关研究、制订规范文件模板、
统稿,指导研制组工作,破解研制过程中的难点问

题;“研制组”具体负责研制,专业目录根据专业大类

的划分设立,成员由行指委专家、“双高计划”建设院

校、中职示范校、普通本科高校、研究机构等的专家

组成。 另一方面,在研制工作推进上,第一阶段,由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指委(教指委)组织开展

调研论证;第二阶段,教育部收集各方意见建议,在
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形成工作方案和指南,印发通

知文件,明确任务要求;第三阶段,各研制组分头研

制,邀请专家学者解读产业调整、技术前沿和发展

趋势,开展补充调研、论证与调整,分析梳理新经

济、新技术、新业态等对相关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的

新需求,顾问组、工作组、综合组对研制组开展培训

指导;第四阶段,各研制组交流汇报阶段性工作成

果,综合组进行统稿,研讨共性问题,形成初稿;第
五阶段,面向有关部委司局、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指委(教指委)、有关研究机

构等多轮征求意见,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顾问

组、工作组、综合组与研制组研讨判定意见的处理。
在各阶段,各小组间互相配合、互相支撑、边研边

改、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8] 。
4. 国家地方联动发布标准,加强标准在人才培

养闭环中的管理效能

目前存在部分推荐性标准的应用范围及效果

还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标准本身的局限性;二是

就标准体系而言,缺乏质量评价标准,没有形成很

好的人才培养闭环,国家提质培优计划中虽然已明

确专业认证工作,但对谁来认证、如何认证、不认证

会怎样还未达成共识;三是从标准的管理上缺乏督

查机制,目前的教学诊改工作和国家督导工作更多

的是基于人才培养过程要素评估;四是标准的宣贯

不足,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标准宣传与培训,导致对

部分学校对国家和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间的

关系理不清,要不照搬、要不大相径庭,这都不符合

标准建设的初衷;部分学校基于培养过程没有质量

控制,还未形成持续诊断与改进的机制。 因此,应
完善标准体系建设的国家与地方联动机制,国家层

面将现有以专业为颗粒度的相关标准改为以专业

类为颗粒度的标准,发布基于专业类的教学标准和

专业类基础课程标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建设适应

类型教育的职教高考的评价标准;鼓励地方根据国

家较为宏观的标准规定,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建立地方教学标准体系,由此,从标准管理层级

上更加清晰且更加符合实际应用情况。 探索具有

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体系,完善职

业教育从人才需求、培养过程到质量评价的人才

培养闭环。 开展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和教学文件执

行情况的督查评估,督促和指导地方和学校认识

标准、理解标准、应用标准,提高以标准促质量的

效能。
5. 探索国际职业教育标准认证体系

相较于其他类型教育,职业教育的走出去呈现

出很强的产业伴随性特征,走出去的领域也是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最为深化的领域,如有色金

属、电子商务、机械制造、信息通讯、轨道交通等,伴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出去”中国企

业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各地职业院校大

力推进国际化发展,尤其是从零星散发转向组团出

海的需求日益强烈,需要出台国际认可的职业教育

专业标准认证体系。 进入标准建设新阶段,探索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认可的标准体系,遵循职业

教育国际共同理念,推动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

规则、满足对外开放需求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探索建立专业、课程、学历互认机制,实现区域内

双多边互联互认,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韧

性、行稳致远提供基础保障和内生动力,加强国际技

能要素和技能人才流动,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复苏。
标准建设任重而道远。 职业教育培养了数以千

万计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随
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

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深化改革生产关系,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才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需要

不断完善和提升标准建设水平,培养创新型、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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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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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National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Wang Chunyan　 　 Qiu Yi

Abstract: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world experiencing a level of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 setting
its goal of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incor-
porating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 economy,society,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ivid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or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s techn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to meet the
skills requirements for new technologies,new business patterns,and new economie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standard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nd-
ards that affect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alent training cycle,a national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is constructed to cover such three sections as entry requirements,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es,and quality
evalua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section of the standards,and concludes that
the framework for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improved to formulate integrative and progressive
pathway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o fulfill this purpose,it is suggest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developing "
meta-standard" ,by formulating the technical procedures for 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professional compe-
tences of standards researchers. A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ropose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ar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benchmarking in vocational educa-
tion could be studied to obtain experi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standards. These measures may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to enter a new stage from " existence" to " excellence" and to
better serve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Key words:national framework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vocational education;standar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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