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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匠精神培育是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普通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高职院校交通工匠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是高职院校实现人才培养

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的现实标准需求。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发展下，将工匠精神融入到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确保能够满足职业发展的能力需求及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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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spir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a crucial link for regu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the
cultivation quality of transportation craftsmanship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chieve talent cultivation evaluation. It is an objective necessity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lso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Under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ducators integrate the craftsmanship spirit
into every link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re
met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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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期背景下交通强国的建设

是必须进行的重要变革。要推动交通强国的发展离不开优秀

人才的支持，因此，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和高质量的交通专

业人才至关重要。工匠精神的倡导为提升交通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专注、精益求精和创新等工匠精神的核心

要求，正好与交通强国所需的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高度契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职业教育领域，针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通常侧

重于对学生能力的考量。以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为例，其

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估标准是依据企业所需的职业技能标准

来设置的。学生们在企业的培训环境中充当实习生，参与生

产实践，对其的培养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通常每

周有 3-4天用于企业的实际操作，1-2 天在职业学校进行理

论学习，整个职业教育通常在 2-3年内完成[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质量评估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的评

估方面，即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估。内部评价由专门的质量评

估团队构成，其负责建立质量保障小组，监督职业院校内各

项教学资源的实施情况，并对课程的教学材料进行审查与安

排。外部评估机构的人员大多来自行业和国内各大科研机构，

其中行业代表大约占据整体的 50%，其主要职责是对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英国多科技术学院采用

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是一个综合保障机制，该机制由内

部质量保障体系、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以及社会舆论和媒体监

督三部分构成。

2.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状况的关注程度仍然不足。

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认识偏

差。部分高职院校甚至缺少质量监控管控部门，导致高职教

育的教学质量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造成了人才培养机制和

体系方面的不健全及不足的问题[2]。此外，高职院校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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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评价实施过程中还受到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高职评

价体系的意识和模式尚未得到更新、外部评价主体的重视程

度不足、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内涵、程序和方法的不合理、

评价标准欠缺，以及缺乏系统科学的评价机制等问题。

3 研究主要内容

3.1 建立学校专业（群）质量评价标准

基于职业标准、行业标准与企业标准，针对各专业所对

应的职业岗位制定专业（群）质量评价标准。在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应针对产业发展及就业需求提出的各项素

质能力要求综合考虑工匠精神的核心元素，推动学生的全面

发展，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标准需求[3]。此外，

应构建一个与之相符的评价体系，确保标准和内容的契合，

从而通过全面的评价方式形成一套具有独特特色的人才培

养质量评估体系。以高职院校理论课程为例，教学质量评估

的标准应涵盖教学准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

以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教学过程中的评估及分数占比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课堂表现(10分)、教学过程(30分)、教学能力(30分)、形象

及礼仪(5分)、思政文化(5分)与教学成果(20分)。如将指标

细化，则为以下占比：有教学材料(3分)和教学工具(3分)。

教学管理（20分）、授课方法（5 分）、教师形象塑造（5

分）、思想政治文化（5分）、课堂成绩（15分）、组织管

理（5分）。

观察点和调查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包括课程标准、进度安排、教材、教案及相关资料在

内的各类文件应当是完整且齐全的（5分）；

②教学材料和文件匹配（5分）；

③教具准备充分，教学资源选择合适，能够有效地支持

课堂教学（5分）；

④设定清晰的学习目标，充分准备课程内容，确保信息

丰富且条理分明，讲授过程流畅，整体结构完整（5分）；

⑤突出关键点和难点，确保概念的准确性，提供大量有

效信息，展现学科的前沿动态与成果（5分）；

⑥教学设计科学合理，各个环节安排得当，时间分配也

非常恰当（5分）；

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符合教学目标，巧妙营造出有效的

学习情境；合理运用各种多媒体及其他教学工具，确保板书

设计符合规范且书写清晰整齐（5分）；

⑧有效掌控课堂的节奏，能够妥善管理学生的学习状况，

维持良好的课堂秩序（5分）。

3.2 建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质量评价标准

不同的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同，市场需求也有所差异。

针对不同的学科专业，评价标准的设定应当围绕市场需求，

将学生岗位需求与工匠精神融合，使其无论在理论课程还是

实践课程过程中，在获得专业技能的同时，实现对专业素养

的提升与传承[4]。

3.3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质量评价标准

根据校内、校外实训和顶岗实习等各类实践环节的教学

需求，制定针对实践教学基地的质量评价规范。在理论与实

践的双向发展下，强调探索与研究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学生日常行为管理，确保在岗位变

动及内涵变更时，其能够满足职业发展的能力需求，不断提

升高职院校的育人质量。

集中实践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准则应包含若干要素，如：

实践准备（20分）、实践过程（50分）、形象礼仪（5分）、

思政文化（5分）及教学效果（20分）。在此基础上，二级

指标则细分为教学文件（5分）、实践知识（10分）、实践

条件（5分）、目标内容（15分）、组织实施（35分）、教

师形象（5分）、思政文化（5分）、直接效果（10分）和

间接效果（10分）。

观察点和分数包括以下方面：

①教育工作者应制定实践项目教学的规范，并准备教学

计划和进度安排；学生则需要获取相应的实践指导材料或学

习手册（5分）；

②教师对学生在实习之前的预习情况进行检查和提问，

并详细记录相关信息（10分）；

③为保证实践项目的顺利开展，所有必需的设备、材料

及场地条件均已充分准备，并制定了应急处理方案（5分）；

④项目的实践目标设计应当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相一致，

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5分）；

⑤实践项目的内容丰富，考核和成绩的评定合理，相关

纪律与注意事项齐备（10分）；

⑥实践项目计划周全，项目的内容与形式安排合理，时

间的分配与衔接得当，理论与实践的时间分配也显得合适，

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完成任务的时间安排合理（15分）；

⑦能够有效、恰当地将职业伦理、职场文化及相关课程

思政内容融入教学中，从而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10分）；

⑧参与活动的学生表现活跃，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实践

性的内容及专业技能，遵循操作规范，按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保证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达成了实践项目的预期目

标（10分）；

⑨关于教师的指导记录以及学生的实习报告审核情况

皆表现良好，相关的评估与总结工作也顺利完成（10分）。

3.4 建立师资质量评价标准

学校应根据专业负责人的选择、专职及兼职教师的培训

与考核等情况，制定师资质量评估标准。学校应丰富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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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点考量教师的道德素养与专业技能、产学结合、校企

协作以及教育与培训的融合情况，关注学生获取职业资格或

技能等级证书的现状以及毕业生的就业表现，同时加强“双

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并对职业培训及服务区域与行业的

评价赋予更高的权重。

4 解决的关键问题

4.1 学校在教学质量的评估机制上存在缺陷，未能有效

支持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所需。教育评价通常依赖于学术论

文、各种竞赛、研究项目、教材、科研活动和教学改革方案

等数据来源，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不够，同时对用人单位

的反馈缺少足够的重视[5]。

4.2 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价方面缺乏多元主体，无法适应

其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评估的主体主要是系统

内部的评审人员，而评估标准往往是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出

发设定的，这些标准基于教育教学的规律与教师使用的教材

和教学法而构建，对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理解不足，且对

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的认识也偏弱，导致无法深入把握人才

培养与经济社会及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契合度[6]。

4.3 区域内职业院校的质量监控机制缺乏常态化，未能

满足职业教育持续发展所需的标准。政府对区域职业教育的

管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事后报表机制上，缺乏有效的第三方

评估，导致信息传递不及时、整体性差，进而影响决策的准

确性和效率[7]。

5 结论

综上所述，将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融入到教学质量评价

中，建立高标准的交通工匠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从宏

观上契合了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及国家的重要战略方向，有利

于实现交通强国的目标。从微观上能够将职业道德、职业文

化以及相应的课程思政内容适当且合理地融入教学过程中，

以实现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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