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 1+X证书制度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愈来愈成为职教改革所关

注的核心问题。如何正确把握这一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呢？事实证明，“三教”

改革贵在创新。改革，在其本来意义上就意味着创新。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意味着

创造一个更富有教育生产力的、更加繁荣的、更加健康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创新的源泉就在职业教育实践之中，要求“三

教”改革者有合乎时代要求的创新意识，思维要“跨界”，语言要“职业”，行动要“专

业”。推进“三教”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能动性。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

系统，系统内所有的主体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改革的应然主体，唯有这样的系统才具有

最大的改革动能，才能推动系统从一种较低级的组织状态向较高级的组织状态转变，

从而实现“三教”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两类主体：组织机构主体有政府相关部门、职业

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等；个体主体有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的教师、行业企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与实习实训指导师、教育科研部门的相关课程与教学专家，以及职业院校、行

业企业、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者，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在“三教”改革中不可缺位的职

教学生或学员等。职教“三教”改革不只是教改专家的事情，要充分动员与依靠广大

的参与者，充分发挥其能动性。

第二，引领性。要重视职教教师改革在“三教”改革中的主导地位与引领价值。

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该问题贯穿于

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全过程；而“教师改革”则在“三教”改革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引领性，统领着“三教”改革的全局发展。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这样的教师或教师团队才能保证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与时代保持同步或具

有一定意义上的超越性。

第三，融合性。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始终未能

从根本上解决好，那就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问题。为了解决好该问题，就必须科学

探寻校企合作的价值基础与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坚持“从行业企业中来、到行业企

业中去”的原则，校企双方在实施 1+X证书制度中要落实好“课证融通”，确保“三教”

改革建立在坚实的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基础之上。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职教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追求完美与

极致，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实际变革者的工匠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因

此，要将工匠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三教”改革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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