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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

———德国职业教育促成的启示

赵红军，吴益峰

(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摘 要: 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形势与定位入手，指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存在职
业意识不强;社会能力不足;方法能力欠缺;缺乏创新精神等不足。受德国职业教育的相关启示，提出高职院
校学生职业能力养成的策略选择。即在整体性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在实践性情境中培养学生的
方法能力;在企业真实环境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创设工作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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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转型和产业结构不断调

整，在劳动力市场，“能力为主”已逐步替代“学历为

主”的人才观念，企业越发需要那些专业素质高和动

手能力强的人才，这对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培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形势与定位: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养成的

现实意义

职业能力是指对职业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确

保职业活动能够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从构成

要素来看，其主要有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三种。［1］重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是新形势下经济社

会发展对高职院校提出的要求，对高职院校学生职

业能力的养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学生获得相关领域的职业能力是高职院校的培

养目标，高职学生在掌握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重

点要培育其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特别

是基本操作技能。高职院校只有切准人才市场的需

求定位，注重学生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的

培养，才能切实增强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准。

( 二)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高职院校的办学需以就业为导向，其人才培养

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现实中，之所以出现高技能人才短缺而高职院校学

生就业不畅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专业技

能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综合素质无法满

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培养基础扎实、动手操作

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对高职院校

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 三) 是高职院校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全面发展是指个体在劳动能力、社会能力和个

人素质等多个方面得到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高

质量的人才应该是全面发展并且有持久发展潜力

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不例外。高职学生的全面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其综合素养的不断提升，

因此，加速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应该成为高职教育

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
二、问题与不足: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缺乏的

表现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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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高职教育的规模也得到了快速扩张，但存在高

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有脱节，

契合度不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职业意识不强
现实中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意识还比较薄弱，

平时实习实训中走马观花，加之缺乏对真实职业情

境的体验，导致对将来要从事行业的制度规范、岗位

规则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 二) 社会能力不足
在现代工作中，要求员工不仅要有职业领域内

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有团队协作能

力、良好的沟通交往能力以及适应新形势的灵活应

变能力等。在现有的高职教学模式中，团队式的协

作项目较少，加之成长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高职

院校的学生在交流与团队协作等社会能力方面略显

不足。
( 三) 方法能力欠缺
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劳动者要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在工作中能更为主动地进行问题解决。
在劳动力市场，一些用人单位反映部分高职学生缺

乏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工作岗位中的

突发问题缺少变通，难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
( 四) 缺乏创新精神
在不少高职院校，还普遍沿袭着传统的教学模

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在此情况下，学生的创新

意识的培育可想而知。当然，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形

成不是一撮而就的，需要较为宽松的培养氛围与培

养环境，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没有进行创新、创意的

探索，在工作中也就很难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三、启示与借鉴: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养成的

策略选择

面对我国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培育方面所存

在的问题，在职教模式不作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可通

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如德国较为成熟的方式方

法。其中一些做法对于我国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

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 一) 整体性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高职院校不应只引导学生为某一职业做准备，

而是要为学生以后的多岗位交流打下基础，培养学

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德国职业教育界就充分认识到

了这一点。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因此各职业院校

的学制并不相同，但“基本为 2 － 3 年，每半学年有一

个理论教学期和一个实践教学期，每个教学期时长

为 12 周”。［2］这种教学安排，促使职业院校打破了纯

理论授课方式或纯实践指导方式的禁锢，而是以整

体性项目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德国职业教育界认为，学生就业以后，并不是长

期乃至终生只从事某一职业或工种，经济社会的发

展会使学生面临纷繁复杂的工作环境，从事复合工

种将会越来越普遍。因此打破学科式的授课方式，

采用整体项目教学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对于学生

职业能力的培养大有益处。“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

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3］

采用跨职能整体性项目的培养策略，学生可以从中

认识到工作的复杂与协作的重要性，从而能获得多

方面能力的锻炼与提高。
( 二) 实践性情境中培养学生的方法能力
在德国，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般需具备两个

条件: 首先需是文理中学毕业生或通过培训达到同

等学力者; 其次需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前者保证

了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具备从事具体实践工作的自

然条件，如年龄、体能等; 后者则为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创造了外部条件。学生、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

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战略协作关系，三方都能从中

获益。学生既可以在职业院校进行理论学习，也可

在企业进行实践锻炼; 职业院校可以借助企业的工

作环境，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企业也可借助职业院

校的科研力量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一旦学生毕业进

入企业工作，企业也节约了培训成本。在合作中，企

业与学生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这一

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这就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模式的运行机制。学生在企业实践过程中，不仅接

触常规工作，还可参与一些生产技术问题的解决，使

得个人素质得到综合锻炼。实践证明，经过这种“双

元制”培养的学生，职业能力普遍较高，既有基本的

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 三) 企业真实环境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
当今，生产技术知识和工作过程的关系已越发

紧密，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仅有技术处理，同时也要有

社会协调。德国职业教育界强调学校、企业和社会

的三位一体，尤其重视企业的真实环境对学生社会

能力的培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社会变迁、
人员调动及机构重组等外部原因，其在工作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矛盾或问题

的处理都需要有较强的社会能力。譬如，如何与部

门领导、同事融洽相处; 遇到技术难题，如何协调各

部门协作解决问题等。此类问题若处理不当，有可

能对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造成影响，因此，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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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学生在企业实践期间

与其在学校期间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路径是不同的，

德国企业针对不同情境通过项目教学法、实践体验

法、头脑风暴法等逐步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使学生

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体验企业文化，认识社会能力

的重要性。
( 四) 创设工作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高职院校的毕业生通常是分布在生产、管理和

服务一线，其创新能力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管
理中的革新和服务中的创意等方面，这就要求他们

在将实践经验、管理模式或设计方案转化为社会生

产力时，要开动脑筋、追求新意。德国职业院校充分

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非

一朝一夕的，且真正的生产、管理和服务过程与校园

的实训车间相距甚远，因此职业院校需从学生入学

时就应重视对其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德国，职业院

校或企业的教学人员经常精心设计，创设多种工作

情境，有意识地向学生传递未来工作的真实场景，引

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培育

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习惯。而且在实际教学中，创设

工作情境的教学往往是开放式的，教师先要求学生

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然后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

的真实想法，再集体对学生的设想进行深入剖析和

讨论。实践证明，这种通过创设工作情境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方法大有裨益。
四、结语

德国在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方面积累的经验为我

国高职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养成提供一个很好的思

路。但是毕竟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两国在体制机

制、育人模式及用人观念上都存有很大差异。且学

生职业能力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可以

借鉴德国的经验，另一方面需从我国职业教育的实

际出发，构建契合实际的体制机制，变革教育教学模

式，系统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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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ultivation of Students’Professional Abi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spiration from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

ZHAO Hong-jun，WU Yi-feng
( Yanche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 Technology，Yancheng 224005，China)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education status and orien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professional abili-
t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including weak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poor social skills，limited methodic ability
and lack of innovation spirit． Inspired from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the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strate-
gies of develop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professional competence，namely，cultivating students’com-
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the whole project，training students’methodic ability in practical situations，
cultivating students’social ability in real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reating working situations to develop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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