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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和“提升金融素养”。结果显示，就本期专题研讨班

的总体评价而言，83名学员参加了综合测评，对本期专题研

讨班的总体评价较高，满意度为 99.28%，平均分为 4.93分。

在领导干部“弘扬人文精神与提升领导力”专题班中，52名

学员参加了综合测评，满意率为 98.56%，评分为 4.91分。

在领导干部“提升金融素养”专题班中，31学员参加了综合

测评，满意率为 100.00%，评分为 4.96分。

（二）学员对培训设计的分项评价

学员对高校、媒体 2 家机构培训设计的综合满意度为

98.40%。其中学员对媒体培训机构的培训设计得分（M=4.95）

稍微高于高校培训机构（M=4.88）。

（三）学员对培训实施的分项评价

学员对高校、媒体 2家机构培训实施综合满意度评价为

99.68％。其中学员对媒体培训机构的培训实施得分（M=4.96）

稍微高于高校培训机构（M=4.90）。

（四）学员对培训管理的分项评价

学员对高校、媒体 2家机构培训管理综合满意度评价为

100％。其中学员对媒体培训机构的培训管理评分（M=4.99）

与高校培训机构的培训评分相差甚微（M=4.97）。

（五）学员对培训效果的评价

学员对高校、媒体 2家机构培训效果综合满意度评价为

99.04％。其中学员对媒体培训机构的培训实施得分（M=4.95）

稍微高于高校培训机构（M=4.86）。

（六）学员对培训课程的评价

如表 1所示，本期开设的 24门课程中，8门课程的学员

满意度评价为 100％，分别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文化自信

从汉字说起、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对中国的

启示、资本赋能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与金融环境、股市推动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和资本市场典型案例解析。其中有 6门

课程属于金融专题。

表 1学员对培训课程的评价

三、培训效果呈现的特征及原因

领导干部培训是为了提升领导者的能力和素质，使其能

够更好地适应和引领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发展。培训之

后的满意度评估则是确保培训活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关

键环节。通过对培训参与者的满意度进行评估，可以及时发

现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领导干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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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领导干部培训和培

训后的满意度评估相辅相成，都是组织和个人发展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

（一）学员对媒体类培训机构的综合评价高于高校类培

训机构

在总体的培训效果上，媒体类培训机构要优于高校类培

训机构。这表明，该期学员可能更偏好于媒体类的培训机构。

是因为，媒体类培训机构和高校类培训机构在培训目标、课

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侧重点不同。就培训内容而言，学

员对媒体类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可能更感兴趣。主要体现在，

在培训目标与定位上，媒体类培训机构通常以满足市场需求、

培养实用技能为目标。高校类培训机构则更注重学术研究和

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媒体类培训机构的课

程设置的内容更为具体和实用。就教学方法而言，媒体类培

训机构的教学方法可能更具有吸引力。这主要体现在，媒体

类培训机构可能更倾向于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比较生动。

高校类培训机构可能更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术研究的

开展，教学方法可能更倾向于知识的讲解，比较乏味。总体

而言，这就导致了学员对媒体类培训机构评价较高。

（二）学员对金融类专题内容兴趣较强

从课程内容上看，学员对两期专题内容的评价普遍较高，

对其中 8门课程的满意度评价为 100%。在这 8门课程中，

其中有 6门课程与金融主题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类话

题对学员而言具有一定的工作指导意义。例如，在决策影响

力方面，领导干部通常需要做出重要的财政和经济决策，了

解金融领域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经济形

势，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政策指导方面，金融是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对金融领域的了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

地指导和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在风险管理方面，

领导干部需要关注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了解金融知识可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确保经济运行稳定。

四、提升领导干部培训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一）注重培训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满足不同领

导干部的学习兴趣和时间安排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1.采用多

样化的培训方式，例如，引入工作坊、研讨会、案例分析等

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3]，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学习兴趣。2.将

培训内容实践化。例如，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相结合，通

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探讨，学员能够更深入地理

解和应用所学知识。3.学习安排灵活化。例如，提供灵活的

学习安排，设置分阶段的培训计划，使学员可以根据自身学

习进度和需求进行调整和安排。4.互动式学习和小组讨论。

设计互动式学习环节、小组讨论和项目式学习，促进学员之

间的互动和经验分享，让他们从彼此的实践中获得启发和借

鉴[4]。

（二）确保培训内容与领导干部的实际需求和职责密切

相关

在这方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升：1.做好培

训需求调研。在设计培训计划之前，进行领导干部的需求调

研，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集体讨论等方式，了解他们

的学习需求、职业发展方向、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等。2.培训

计划定制化。根据需求调研的结果，设计定制化的培训计划，

将培训内容与领导干部当前和未来的工作职责、挑战和目标

相匹配，确保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3.培训内容多元

化。培训内容应该包括领导力提升、决策分析、团队管理等

与职务相关的课程，同时也要包括当前热点、前沿的领导管

理理论和实践案例等[5]。

（三）在培训过程中建立有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

培训组织机构应及时收集学员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根据

反馈情况调整和优化培训内容，确保内容丰富和实用性强。

培训结束后，提供持续的跟进与支持，帮助领导干部将所学

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及时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例如，可以在培训过程中设立多个评估节点，

对学员在培训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度进行及时调查。具体而

言，可以在培训前期了解学员想要达到的学习目标和评估标

准，在培训中期对学员的培训感受进行访谈调查，在培训后

期再次对学员进行访谈记录和问卷调查，进一步及时了解学

员在培训过程中的状态波动和需求情况，以不断优化培训内

容和方法，提升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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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教融合是推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根本

遵循。本文基于目前职业教育教材开发出版的现状，厘清开发过程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并基于《2023年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指南》及建设标准，提出产教融合教材建设的开发路径，

包括完善教材开发机制、组建以校企为核心的多元教材编写团队、优化教材组织形式和内容选

取逻辑以及创新教材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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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材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是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特色高质量

教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关键在

于能否形成较为成熟的产教融合教材体系[1]。通过产教融合

开发教材，可以有力推动职教改革的深化和落地，提高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适用性，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

征，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基于产教融合开发教材的意义

（一）符合国家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的要求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基于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三教”（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的任务。2020年 9

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规划

一批项目，实施“三教”改革攻坚行动。2021年 10月《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提出要深化

“三教”改革，“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模式

与方法、改进教学内容与教材”。“三教”改革是优化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的核心要素，是深化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重要

抓手，是落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教学内容的支撑和依据，

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因此，教材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载体以及教改成果的阶段性呈现，教材改革是“三教”改革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教材更倾向于对理论知识的传授，

缺少职业教育特色，与新技术和新应用对接不足，也缺乏与

行业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为了落实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