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7), 653-65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66   

文章引用: 蓝彬. 困境、价值与突破: 职业教育管理的优化研究[J]. 教育进展, 2025, 15(7): 653-659.  
DOI: 10.12677/ae.2025.1571266 

 
 

困境、价值与突破：职业教育管理的优化研究 

蓝  彬 

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6月12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8日 

 
 

 
摘  要 

目前，国家将职业教育的地位抬高到与普通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强调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职业教育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动就业的重要支

撑力量。职业教育管理是为了对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进行有效管理和组织的一系列工作，旨在提高职

业教育的质量与效益，而职业教育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效能。优化职业教

育管理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管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管理

体系封闭；产教融合程度低；教学质量待提升；学生获得感低；社会认可度低。优化职业教育管理能够

适应产业转型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解决传统职业教育管理的封闭性与滞后性；适应终

身学习社会建设的要求；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基于此，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管理的路径：构建多

元协同治理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推进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社会认可度

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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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state has elevated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the same importa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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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gener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type attribut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closely linked to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 for promoting em-
ployment. Optimiz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dif-
ficulti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close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low;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needs to be improved;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among students; low social recognition. Optimiz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can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ddress the closed and lagging nature of traditional vo-
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a path for optimizing voca-
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is proposed: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deepen the reform of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mprove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nhanc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attra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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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帮助教育者具备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专

业知识、科学文化和职业道德等职业综合素质。2021 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

平的职业教育管理作为其支撑力量。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管理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
职业教育管理是指行政部门或者职业院校对职业教育开展计划、组织、协调和评价等系统的过程，其管

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质量，但如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与岗位匹配度仍存

在显著区域差异。这种矛盾折射出职业教育管理在资源整合、标准制定、质量监控等环节的深层困境。

本文立足职业教育管理理论框架，剖析其发展瓶颈，并提出针对性改革方案。 

2. 职业教育管理优化的现实困境 

2.1. 管理体系封闭，协同机制不足 

第一，管理主体协同机制的不足。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之间和学校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协同

亟待加强。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缺少规范性和系统性的规划，导致多主体之间的资源难以共享，

陷入一定程度的机制失灵与困境。第二，人才培养体系协同的匮乏。一方面，课程安排与社会需求的错

位。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的方面未能及时对社会需求进行调研，使得现实要求和学生需求存在鸿沟。另

一方面，实践教学的弱化。职业教育管理应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实践性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性。现实中

学校与企业缺乏协同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难以接触到企业、行业和社会所需的最新技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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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协同机制的缺乏。职业教育管理的落实和实践，应强调学校和企业运行的统一。一方面，合作

的形式单一。现实中校企合作多停留在浅层合作，对于技术创新、科技应用、国际化交流等高层次的合

作比较弱。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校企双方的合作尚未寻找到利益的共同点，企业会因为成

本过高而弱化校企合作的程度。 

2.2. 产教融合程度低，人才培养脱节 

第一，专业制订与产业需求错位。一方面，多数职业院校在专业制订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对社会需

求和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转型的持续加快，然而职业院校的专业

设置和更新机制难以适配社会的发展。第二，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脱钩。目前国内对于职业教育教材

的研究亟待加强，尽管有学者集中对于职业教育教材进行深化研究，但是对于此方面的研究仍然未能形

成体系化、理论化的成果。教材建设不完善直接影响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协同发展。第三，教师队

伍与实践能力的差距。教师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学力量，自身参与企业实践的机会较少。在课堂教学中，

自然形成了重视理论教学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使得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较弱。并且，致使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匹配度降低，有些校企合作协议流于形式，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2.3. 教学质量待提升，学生发展受限 

当前职业教育管理面临的核心问题集中体现在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两个维度。从教学质量上看，部

分学院存在“双师型”教师缺口，职业教育综合素质相对落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学生素质培养及自

身管理均存在不足，年长的教师仅少数部分掌握新技术的应用经验，而年轻教师虽掌握数字技能但实操

教学能力薄弱，形成“数字鸿沟”与“经验断层”的双层困境，导致理论与教学实际脱节。校企合作深度

不足，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时差”，导致部分院校专业课因未能及时接触行业产业最新

技术，使内容滞后行业技术 2 年以上的时间，出现“学校教的技能，企业已经淘汰”的尴尬局面。实践

教学环节薄弱，部分学生未能获得企业实训的机会，导致学生难以掌握市场需要的核心技能，实训内容

以验证性、演示性为主，缺乏真实企业生产任务融入，学生专业技能和动手实践能力受限。课程体系参

考普通高等教育，缺少职业教育的专科层次特色，课堂内容的实践性比较弱，影响了学生的职业发展。 

2.4. 学生获得感低，职业荣誉感缺失 

第一，课程内容的滞后。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教材更新的滞后形成现实的矛盾，企业的现实需求

与教学技能存在落差。现实中，一些职业院校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教学过程的重要性。学

生尚不能感受到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内心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第二，管理评价标准的错位。目前

教育评价过于重视纸面成绩，而忽视了实践教学对于学生就业和成长的重要价值。并且，学校未建立与

行业标准适配的多维评价体系，导致评价主体单一化。第三，社会大众认知的偏见。重视学历，轻实践

技能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职业教育的地位亟待提高。部分社会宣传贬低职业教育，认为选择职业教育

的学生是升学的失败者，这些错误的观念亟待转变。同时，认为在工厂工作仅仅是工人角色，难以有光

明的前途，加剧了学生的内心焦虑。这种认知压力和职业约束使得学生专业、技能等优势难以发挥，进

一步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2.5. 社会认可度低，资源配置失衡 

一方面，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偏见，在社会认知当中，职业教育往往代表了低学历，

在社会层面普遍被视为“末路选择”，在职场上也很容易处于求职劣势。家长和考生对普通教育路径更

为信任，对职业教育存在抵触心理，认为其培养的人才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偏低，导致生源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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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职业院校成为无奈之举。这一观念极大程度上加剧职业院校招生难且生源参差不齐的现象发生。另

一方面，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主要表现在职业院校在区域、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发达地区往往先具

有最先进的实训设备与最优质的师资力量，而较不发达的地区则是不断面临着“设施陈旧、专业设置与

市场需求相脱节”问题。此外，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参与度不高，使得产教融合流于形式。职

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进一步抑制了其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短缺的现实矛盾。 

3. 职业教育管理优化的价值意义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是既重视专业知识又关注实践能力的提高，职业教育的发展为社会进步注

入了新的活力源泉。然而，职业教育在理论层面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且对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权

衡缺乏规范的标准，从而使得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低，多数人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职业教育的未来。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进步，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有了一定的创新与

快速发展。党的二十大以来，职业教育政策设立的重要举措聚集于创新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且职业教育

管理模式的创新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上还存

在一些问题，影响了职业教育高质量的发展进程。因此，研究职业教育高质量的管理，创新职业教育管

理模式和范式，直接促进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 

3.1. 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伴随我国产业结构的快速发展与产业技术的升级，传统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质生产

力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管理优化创新应精准对接制造业的升级需求，围绕新兴产业

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例如，人工智能、新能源材料等专业的调整，实现了人才培养的纵向贯通与横向

融通，淘汰落后的专业，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 

3.2. 深化产教融合，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核心趋势，但由于当前大部分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当中缺乏企业的深度参与，

导致产教融合形式流于层面。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模式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完

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与管理共享平台[3]。推动“校企双元协同育人”的模式创新，加强教育链与产

业链融合的程度。例如，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专业适配产业–学校联动企业–岗位对接市场”

的方式来提升职业院校对地方经济的服务能力。 

3.3. 解决传统职业教育管理的封闭性与滞后性 

第一，提高人才供需匹配度，密切对接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的管理模式，突破传统职业教育管

理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加强校企联动、合作和协同，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动态调整专业的设置。第二，促

进教育质量，推进教学模式创新。职业院校需重视教育质量的提升[4]，联合企业共同开发职业教育管理

模式，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注入动能源泉。通过混合式教学、现代学徒制等先进的教学模式，推动职业

教育管理的升级与革新。第三，加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强化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效能是破

解职业教育管理滞后性和封闭性的重要举措。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院

校要积极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模式，加强培育服务于经济社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4. 适应终身学习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求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的进步与职业的变迁，劳动者需持续更新技能。职业教育管理需要向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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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转型，构建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融通的服务体系，支持学生的技术技能提升。并且，规范企业培

训行为，确保企业培训质量[5]，从而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渗透，普职融通，扩宽人才培养

路径。 

3.5. 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与吸引力 

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促进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的良性运转，进而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管理发展

生态。在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管理生态基础上，提升职业教育在全社会的吸引力。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

引力提升的过程，亦是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进程。创新职业教育学生管理模式，推动建构“中职–

高职–本科–硕士–博士”的一体化、贯通式培养体系，增加职业教育的竞争力。 

4. 职业教育管理优化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第一，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政策制度的保障。职业教育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类型[6]，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指出要建立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制，破解职业教育多头管理的问题。因此，政府要积极制订、

完善职业教育管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为职业教育管理的创新保驾护航。并且，明确多元主体在职业教

育管理中的权利、义务和职责，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多元治理机制[7]。第二，推动企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企业在职业教育管理机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8]，完善企业参与机制，支持企业和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协同治理。第三，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学校作为职业教育管理的重

要实践主体，应优化内部的治理结构，逐步提高学校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并且，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职业教育管理的建设提供中坚力量。 

4.2. 深化产教融合改革 

深化产教融合的程度，是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关键一步。国家鼓励、支持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制度的完善，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等实践载体，推动职业教育管理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从而

推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9]。职业院校需要紧密对接新兴产业和紧缺领域，专业对接产业，建立专

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学校要主动加强与企业的联动，共同搭建智能化信

息共享平台，在标准化的场域中整合多元资源，实现双边资源共生、共享和共用，从而推动其高质量发

展。课程对接岗位，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开发“1 + X”证书制度下的模块化课程，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

教学案例，创新校企合作新模式、新范式，职业院校可以面向市场、行业和企业设置系统化的实训课程，

切实推进学校成为技术成果转化中心、人才培育中心。加强产教融合的程度和质量，校企共同探究职业

教育的联合办学路径，寻求两者的利益共同点，协调平衡好职业教育各利益相关方[10]，从而真正地实现

双边共赢发展。推动教师队伍进入企业车间的进程，将教师在企业的学习和实践纳入相应绩效考核、职

称评审和岗位晋升的量化指标，职业院校可建立“双师型”制度[11]，使学校与企业之间形成“校中厂，

厂中校”等深度的合作范式。 

4.3. 推进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 

第一，创新数字化教学模式。职业教育管理的主体部门可以通过引入智能化教学平台、虚拟仿真设

备等工具，让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实践训练，提升其实践能力和适应现实岗位的能力。第二，优化

数字化流程。建立数字化学校系统，整合学校的教学、后勤、学生等管理工作，推进资源和数据的实时

互通与共享。并且，完善数字化校园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的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第三，建设数字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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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队伍。学校要积极组织服务教师的数字化培育项目，提升教师应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同时，支持教

师开展数字化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4.4.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第一，完善质量标准。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和社会市场对职业能力的要求，职业院校要积极制订

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和相应细致的质量标准。第二，加强质量检测和评估机制。完善内部质量检测体系，

强化质量监控[12]，职业院校要成立专门的检测机构，对职业教育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测，将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改进和完善。并且，建立外部质量评估。推动政府、行业、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参与职业教育

管理评估，确保质量评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第三，推动质量文化建设。将质量理念融入职业学校的文

化建设，积极营造建设文化[13]，加强质量意识的培育，从而推动职业教育管理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4.5. 提升社会认可度与吸引力 

政府要主动发挥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指导、引导作用，为其发展指明宏观方向和前进道路。职

业院校要积极创新职业教育管理的模式和范式，为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优化职业

教育学生、教师、学校和企业等层面的管理模式，强化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的协同运行机制，从而推进

职业教育管理的内涵式、系统性发展。并且，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是促进职业教育管理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加强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认可程度，要提升社会积极宣传的力度，营

造良性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与生态。 

5. 结语 

职业教育管理的优化过程是系统的、复杂的，亟待构建“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多元协同的生

态场域。在分析职业教育管理现存困境的基础上，认识职业教育管理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提

出优化职业教育管理的实践路径。优化职业教育管理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力量。

未来研究会重点关注在教育强国背景下如何优化职业教育管理路径，或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职业教育管理

的优化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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