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五化一体”评价机制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简介 

（一）成果形成 

高职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是学生评价，学生评价改革是推动高职院

校特色发展和内涵式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成果针对高职院校学生

评价方式虚化，价值取向窄化，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弱化等问题，2019 年

我校开启了职业教育学生评价机制研究与实践，重点构建立体化动态化

的学生评价体系；2021 年在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建立大数据分

析与人才需求预测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过程增值评价及全要素横

向评价；2022年“学果”教学质量管理与认证评估系统纳入应用；2023

年通过产教融合进一步探索了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

径。连续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凝练出“五化一体”学生评价机制，贯穿

人才培养各环节，使教学模式、学生学习方式、师资结构、产教融合导

向都实现了转变，形成了全过程动态化评价，学生的积极性、创新性和

获得感明显增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二）成果实施 

1.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评价机制，赋能高职院校

高质量发展。 

针对学生评价改革的难点堵点，建立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

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五化一体”



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为完善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参

考模式，赋能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2.开发了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数字化技术赋能，构建“人才需求预测+教学跟踪+成果评价+技能测

评”的一体化数据化系统平台，引入行业企业实战评价，使学生在情景

中“浸润”，使“过程性评价+成果评价+增值评价”分层递进，强化增效，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3.开拓了产教融合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推动

学生评价改革。 

以导师制、订单制培养模式为载体，推进深度产教融合，产业、行

业、企业、专业、就业“五业”联动，推动学生评价改革，在校企互通

交流、共享师资等方面加强深度合作，共育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人才，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成果实施以来，电商专业获评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级骨干专业，

国家级样板党支部、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撰写“网络营

销与直播电商”国家级专业标准，承担国家级教学改革课题 1 项，建设

省级在线精品课程 3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3门，服务“艾草”和“月

季”产业近 1500家企业，开展社会培训每年 1500人次，每年社会服务

到账额 300 万元。学生获技能大赛国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2 项、三

等奖 11 项，国家荣誉 9 项，连续五年就业率 98%以上，学生就业质量满



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均在 95%以上。 

二、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成果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1.学生评价方式虚化问题 

在当前应试导向的强烈影响下，采用统一模板的“标准化考核”的

量化评估模式是高职院校的主流评价方式。该模式试图通过“分数”这

一量化工具和一系列标准化“标尺”，全面衡量学生的道德品质、学术成

就、劳动技能及创新能力等多元维度。这种传统评价方式无形中促使了

学生发展的同质化趋势，使学生逐渐沦为被标准化、批量生产的“教育

产品”，失去了个性与独特性。 

2.学生评价价值取向窄化问题 

传统学生评价体系中，学校担当着标准设定的角色，教师作为标准

的直接执行者与评判主体，学生自身却往往被置于评价过程的边缘。这

种单一主体主导的一元化评价视角，实质上是用一把固定的尺子去衡量

学科的多样性，与人类多元智能理论的精髓背道而驰。采用统一标准的

技能知识评价体系，不仅偏离了评价的真实目的，也未能响应职业教育

现代化对多元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此评价体系忽视了对学生内心世界、

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及全面发展潜力的深度探索，阻碍了学生根据自身

独特性和无限潜力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违背了教育评价旨在促进每位

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宗旨。 



3.学生评价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弱化问题 

现行的学生评价体系却未能紧密对接未来产业的实际需求，教育过

程也未能精准瞄准未来职业岗位的具体要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业教

育独有的类型特征，导致评价体系中缺乏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的指标维度，

从而偏离了“职业导向”的核心。单纯以“技能考核”作为衡量学生职

业素养的标准显得尤为片面，因为职业能力的精髓根植于实际工作过程

之中，而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因此，当前的评价方法忽略了与职业岗位

真实工作情境的紧密联系，未能充分展现职业教育的特性。这种做法未

能有效评估学生解决实际企业问题的能力。长此以往，不仅削弱了职业

教育的辨识度，也制约了职业教育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 

（二）主要做法和经验成果 

成果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经过长期研究总结，聚力学生、教师、

高职院校、产业、行业、政府，共同构建“五化一体”评价机制，提出

以下解决方案。 

1.多元并举，建立“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 

以学生为中心，建立“五化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加强校

企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充分发挥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第

三方多元主体优势，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重视实践性和职业性，涵盖

职业知识掌握程度、职业技能熟练程度、职业素质表现等多维评价内容，

实现评价内容多维化；深入推进专业课理论技能一体化测评，以企业真



实项目锻炼学生实操技能，促进过程性评价、成果评价、增值评价相结

合，实现评价方法多样化；立足学情，按照学生个性化成长画像，一对

一设计评价纬度，实现评价方式个性化；建设大数据精准分析平台，一

体化展示学生各维度学习绩点，实现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

素横向评价动态化。 

2.数字赋能，开发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 

以行业发展和市场人才需求为参考依据，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

通过虚拟仿真、VR/AR 技术，构建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输入—过程—输

出—发展”的“学果”系统、“技能测评”系统和人才需求预测系统。首

创以标签反映学生知识能力画像的方式，通过动态收集学生学习成果、

教师教学成果、教学资源、教学条件支撑、教学方法、企业岗位需求等

数据，形成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支撑矩阵、数据可视化的课程地图，并

自动分析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以及学生专业能力评估情况，

最终形成针对专业、课程、教师、学生的数据画像，开展学生各年级学

习情况全过程纵向增值评价及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解决学生评

价价值取向窄化问题。 

3.产教融合，健全高职学生“职业性”评价体系。 

依托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创新服务平台，接引企业入驻，使专业与

产业资源进行对接和精准输送，推动学校与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

使用企业实战资源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并因材施教推荐和个人岗位能



力水平相匹配的企业任务订单和创业项目，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学习，以

符合工作任务要求为准则，建立校企双元导师、学生、企业多元反馈机

制，针对性制定解决方案，做到实时教学诊断，将企业项目实战的环节

前置，培养符合岗位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健全高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

动态“职业性”评价体系。 

三、成果的创新点 

（一）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 

项目组经过长期探索，针对学生评价面临类型特征弱化、价值取向

窄化、评价方式虚化等问题，建立了“五化一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机制，

实现了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

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对学生的职业教育达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动态

化评价。为完善基于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模式，促

进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推动了职教改革的纵深发展。 

（二）创新了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 

项目组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积极

引入行业、企业等第三方评价，创新了高职学生教育质量评价系统，包

括人才需求预测系统，“输入—过程—输出—发展”的“学果”系统和“技

能测评”系统。 

人才需求预测系统是应用大数据分析，对产业人才需求数据进行多

元集成，对人才需求情况进行多维度分析展示，从而对未来人才需求进



行预测。“学果”系统是通过动态收集学生学习成果、教师教学成果、教

学资源、教学条件支撑、教学方法、企业岗位需求等数据，形成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支撑矩阵、数据可视化的课程地图，并自动分析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以及学生专业能力评估情况，最终形成针对专业、

课程、教师、学生的数据画像。“技能测评”系统是深化相关人才“入学

→成长→就业”能力成长研究方向，将市场端相关岗位对人才的能力素

质要求转化为测评元素，开展多元融合的技能测评。 

整套系统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第三方评价，形成协同评价共同体；

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职业培养和发展，准确了解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

并在职业教育全周期进行动态调整，实现增值评价和立体化评价。 

（三）创新了产教融合促进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 

以导师制、订单班等培养模式为载体，在深度产教融合基础上，将

企业项目实战的环节前置，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培养符合岗位要求

的技能型人才。一是与企业紧密合作，建立产业学院，承接各类企业实

战资源，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和实训环节中，让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

进行学习和实践，更好地了解职业要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二是开展实战

教学模式，围绕大量的企业项目工单开展教学活动，企业导师全程参与

教学过程，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提升

技能。三是实施动态自适应学生评价改革，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和反馈，

及时调整评价标准和方法，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用评价结



果指导学生全面发展。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一）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项目实施以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意识明显提升，课程

教学效果显著增强，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有较大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一直

保持 98%以上，就业竞争力在全省名列前茅，学生就业质量满意度和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均在 95%以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累计获国

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11 项，获奖总量位居全省高职院

校前列。 

（二）建成了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 

项目实施以来，获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个，国家

级样板党支部 1 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3 门，

成功申报省级研发中心 1个，省级区域性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中心 1个。

教师团队建设全国电商行指委创新课程 1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 1门。

主持参与省级以上教改项目 17项，省级以上教学工程 10项，获省级及

以上奖励 9 项，出版省级及以上规划教材 3 部，发表教改论文 5篇。学

校获高职院校教师发展指数 100 所优秀院校，高职院校资源建设优势学

校，成绩斐然。 

（三）提升了电子商务等专业的社会影响力。 

项目实施以来，有效提升了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影



响力。该专业获评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国家骨干专业，三年来为地方军工

企事业单位培训职工 2400 人天，为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等企

业设计产品、打造面向全球的电商销售平台，使年销售不到 100万的乡

镇企业在两年内年销售额达到 5000 万以上。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到该公司考察时，再次强调“农村电商，大有可为”。团队沿着总书记

的足迹，致力于南阳农产品走向世界，为南阳打造“世界药都”和“仲

景医学”品牌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电商数字化新型人才的摇篮。 

（四）示范辐射作用明显，得到了同行高度认可。 

项目实施以来，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系列研究和实践成果先后在南

阳农业职业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哈

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高专类学校进行推广应用，得到了相关学校的

一致好评，受益学生数达 60000 余人，50余所兄弟院校到校调研学习交

流。学校“五化一体”可持续评价机制的成功经验在媒体报道 30 余次，

学校获得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典型学校、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有效

提升了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