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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职教科研要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当下的关键问

题、难点问题并做出解答。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职教科

研要结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的现状，结合党和政府的决策需求，提高科研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加强重点问题研究。

重点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发表重要讲话，深刻论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



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职教科研要深入挖掘、梳理习近平关于

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

质，深刻理解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以此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重点二

职业教育发展轨迹与成就、理论与实践研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职教科研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成就、理论与实践，考察不同

时期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相关的方针、政策及其形成与发展过程，

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核心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论述，剖析党

的职业教育方针的实质，明确党的职业教育理论和主张，加深对

职业教育使命的认识，从而提高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职业教育

问题的能力。

重点三

职业教育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和塑造竞争新优势的

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新模式新业态重构了人才生态链。职教科研要开展技能社会内涵、

标准体系与技能强国建设研究，研究国家技能体制形成规律，研

究职业教育在我国现代技能开发体系建设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

供给质量的路径，研究职业教育对重点人群技能提升的模式与路

径等。

重点四

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与体制机制研究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

价改革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

程，职教科研要关注评价改革如何导向“教好”，围绕“三教”

改革，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突破；如何导向“学好”，围绕德技并

修、知行合一，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如何导向“管

好”，不断健全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如何导向“用好”，尊重和

体现各类人才价值，激发和释放技术技能人才的潜力和活力。要

研究如何协同推进、加强标准建设、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

推动评价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重点五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现路径和机制研究



职教科研要全面贯彻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研究

职业院校如何做好党建工作，一体化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

究如何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实施课程思政，研究如何完善三全育

人机制，研究体育、美育、劳育的特点及实施路径，研究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与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重点六

探索和总结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方案

我国职业教育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为国际社会贡献职业

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职教科研要深入开展比较研究，分析、提

炼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理论；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雄安新

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中

职业教育的思路架构与特色；总结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

经验模式，研究政策和标准；研究“鲁班工坊”的推进，中国—

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和金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研究来

华留学职业教育的特色和质量提升。

重点七

开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

究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搭建起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基本成形，进入了抓落实的攻坚阶段，

还有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入研究。要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体系的内涵和规律研究；加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绘制行业人

才供需分析谱系图，研究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研

究产教融合型企业、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体制机

制；研究对接新技术、新职业的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研究 1+X

证书制度试点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职业

标准和教学标准的机制；研究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横向沟通和

中高本科职业教育的纵向衔接；研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配

套政策和标准。

重点八

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研究

“智能+”背景下，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总

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经验，更新教育理念、

变革教育模式。研究未来职业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师能力、教学

场景、学习方式、管理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变革趋势；研究

职业教育新基建，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重点九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研究和教材建设研究

研究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和教师思想政治建设模式；

研究职业教育师范院校布局；研究“双师型”教师标准和“双师

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材工作机制的构建；研究如

何扩大优质教材供给、优化教材选用服务；研究职业教育新形态

教材；研究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

设。

重点十

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运行模式和评价标准研究

在加快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这一目标下，研究推进终身学习的法律

规章和制度政策建设；研究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建设，推进

国家资历框架标准研究，国家资历框架与国际跨国资历框架的对

接研究；研究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研究社会教育、老

年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相关院校面向重点人群的继续教

育和培训的机制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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