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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普教科研资助金课题

成果鉴定书

课 题 名 称 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式”培养的研究

课 题 类 别 职教 一般

课题承担单位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鉴 定 形 式 会议鉴定 通讯鉴定

鉴定组织单位 眉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鉴 定 日 期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制



填 表 说 明

封面“课题类别”是指某年度眉山市教育科研资助金重点（一

般）课题或某专项课题。

本成果鉴定书共八个栏目。

一、第一、二、三、四、六栏由课题承担单位填写。

二、第五栏由鉴定组组长填写并签字生效。

三、第七栏由市教科所审核后填写，盖教科所章。

四、附项，用于粘贴通讯鉴定的专家个人意见表原件（或复

印件）。已作会议鉴定的，此页可空缺。

五、本成果鉴定书一式六份（可复印）。



一、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对课题的主要贡献

1 李劲松

高级讲师

/党支部

书记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课题研究整体规

划，指导课题研究计划

的制定，负责分配每个

参研人员的研究任务；

负责开题申请报告的撰

写；定期召开课题组会

议，了解研究情况；指

导督促参研人员按时完

成研究任务，及时传达

上级课题精神；审查课

题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后期阶段性总结；结题

申请报告的撰写；负责

研究过程的组织和实

施，为研究提供各项保

障。

2 费松涛

讲师/教

务处主

任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在研究过程中开展

各类调研，组织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实践，制定

《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工

作方案》并开展实践操

作和研究；负责专业建

设工作，参与学校《专

业建设规划》、《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通过教学改革提升

学生职业素养；负责开

展成果的整理与提炼；

研究报告的撰写等。

3 吴太明

高级讲

师/教科

室主任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课题申报书编制，

执笔开题报告撰写，负

责研究过程的组织与实

施，统筹研究路径的拟

定、研究方法设计与论

证，参与研究报告的修

订，论文撰写与修改，

成果提炼等工作。

4 黎洪

高级讲

师/党支

部副书

记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调查问卷》的设

计，调研数据汇总，《调

研报告》的撰写，负责

班级管理实践研究，协

助完成《实践验证方

案》、研究过程性材料收

集整理、成果提炼等工

作。

5 韩强

讲师/教

务处副

主任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职业意识培养的教

学实践研究，负责《实

践验证方案》和研究过

程性材料收集整理，协

助完成成果提炼工作。

6 赵翠容
助理讲

师/教师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负责课题研究资料的收

集整理、研究会议记录、

研究文档的修改等，参



与课题调研工作、教育

教学实践研究，协助完

成《课题研究报告》。

二、提交鉴定的成果目录及附件名称

序号 成 果 名 称 成 果 形 式

1 《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式”培养的研究》 研究报告

2 《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读本》 教材

3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教育读本》 教材

4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读本》 教材

5 《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下的中职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研究》 论文

6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途径研究》 论文

7 《中职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的探索》 论文

8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创新实践初探》 论文

9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意识启蒙教育的研究》 论文

10 《中等职业学校班级职业化管理模式构建的研究》 论文

11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中职学校发展策略》 论文

12 《基于项目教学的中职生行动能力培养探究》 论文

13 研究过程材料 附件



三、成果简要说明

（一）成果主要内容

■认识性理论成果、操作性实践成果。

1. 认识性成果：“模拟式”教育是中职生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的养

成教育的有效手段。

2. 操作性成果

（1）形成了基于职业化管理的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式”培养的有

效策略。

① 模拟工资制度培养策略。

② 干部选拔与考评制度培养策略。

③ 学月明星员工评选制度培养策略。

④ 班级职业化会议制度培养策略。

⑤ 学生职业化成长分析报告制度培养策略。

⑥ 学生职业岗位社会实践制度培养策略。

（2）形成了“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职业意识体验式教育培养策

略。

① 建立班级企业化课堂流程。

② 开设班级企业化管理课程。

③ 调整专业课教学内容，加强学生企业实践。

④ 建立班级企业化教学评价。

（3）构建了我校德育教育理论新体系

① 德育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塑德修能。

② 德育目标：培养合格的准职业人



③ 德育内容：传统德育教育内容+职业化意识形态教育。

④ 德育途径：三成教育。

⑤ 德育载体：三级德育活动课堂。

⑥ 德育方法：“10S”管理

⑦ 德育评价：职业意识评价方式



（二）教育及社会效益

■在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办学、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等方

面产生的效益。

（一）课题研究促进了学生职业意识的提高

在课题实验与研究的过程中，学校大力推行职业化的德育教育改革

行动，引入了企业文化和管理思想，模拟创设了企业化育人环境。通过

摸索、实验、扩大实验，然后提炼形成课题成果并将成果在全校德育教

育中推广。我们提出“上学如上岗、上课如上班，不合格不出门，不达

标不上岗”，把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学生

职业意识的启蒙、职业习惯的养成、帮助学生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初步规

划，学生顶岗实习后在团队合作、遵章守纪、诚实可信、爱岗敬业、吃

苦耐劳等方面表现较为突出，深受用人单位好评，使学生初步具备了良

好的职业素养。课题组于实验前、实验中、实验后，调查了企业、家长、

学生对学生职业意识的变化情况，形成了以下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家长和学生本人对职业意识在实验三个阶段的评价变化调查数据

项目与内容 实验前 实验中 实验后

企业对学生

职业意识的评价

无职业意识 95% 12% 3%

基本具备 5% 46% 49%

有良好职业意识 0 42% 48%

家长对学生

职业意识的评价

无职业意识 90% 21% 7%

基本具备 8% 44% 45%

有良好职业意识 2% 35% 48%

学生对职业意识

的自我评价

无职业意识 86% 5% 0

基本具备 10% 41% 43%

有良好职业意识 4% 54% 57%



从表四中看出，无论是学生本人、家长还是企业，对学生在职业化

的实验中，职业意识的评价都是不断增长和提高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

课题实验开展以来，学生踊跃参加职业资格鉴定工作，目前我校学

生职业资格鉴定参考率 98%，一次鉴定合格率达 80%以上。成为学生职业

意识启蒙和苏醒的最好证明。

（二）课题研究提升教师对学生职业意识培养的认识和培养能力。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的老师深深感到了教育经验的匮

乏和企业管理知识的不足，从而自觉地进行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的行动。

课题组几名年轻的教师多次开展学习研讨活动，积极向有经验的老师请

教学生教育管理难题；还有四名教师在两年来的暑假里申请去企业锻炼，

感受企业管理，领悟企业文化；还有三名教师参加了省级骨干班主任培

训，有力促进了课题组教师对学生职业意识培养的认识和培养能力。主

要表现在：

1.教师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改变

本课题的研究使我校教师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有了新认识，

把职业意识、职业习惯的养成作为中职生德育教育的重点。特别是促使

了班主任教师、专业课教师更多的联系实际，积极去了解企业文化，根

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2.研究成果丰富

① 成册的校本教材三部：《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读本》、《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家庭教育读本》、《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读本》。

② 发表及获奖的论文 8篇:



《职业核心素养培养下的中职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研究》，作者：赵翠

容，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二等奖；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途径研究》，作者：黎洪，发表在

《现代教师教育科研》；

《中职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培养的探索》，作者：韩强，发表在《教学

与研究》；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创新实践初探》，作者：张才星，发表在《当

代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意识启蒙教育的研究》，作者：王平、赵欣，

发表在《当代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班级职业化管理模式构建的研究》 作者：张才星，

发表在《当代职业教育》；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中职学校发展策略》作者：侯明强、

费松涛，获得四川省 2021 年中等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基于项目教学的中职生行动能力培养探究》 作者：费松涛，获得

四川省 2021 年中等职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

③ 交流的文章 6篇：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习惯培养的研究》（谢小丽）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的研究》（梁凤娇）

《洪雅县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王平）

《洪雅县职业教育调查报告》（吴太明）

《洪雅旅游酒店人才需求调研》（周雅锦）



《立足岗位 认真履职 做一名合格的班主任》（冯海平）。

3.教师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提高

一是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意识正在逐步树立，二是参研教师掌握了

一些常用的研究策略，研究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式”培养，受到了学生、家长、企业

的高度认可。

根据调查显示，自 2014 年课题研究开展以来，新生班学生普遍接受

了这种创新型的德育教育方式。开展“模拟式”培养的班级整体风貌好、

巩固率高，学生积极性高、综合素质提高较快，受到了家长的欢迎和企

业的高度认可，见表 2。

表 2：课题实验前后学生顶岗实习情况对比

专 业
统 计

人 数

企业评价 稳定

率

企 业

满意度优秀 合格 不合格

旅 游
实验前 127 9 82 36 65% 78%

实验后 100 28 65 7 86% 93%

电 子

实验前 173 23 106 44 56% 78%

实验后 165 36 116 13 79% 92%

服 装

实验前 90 14 57 19 76% 79%

实验后 78 19 54 5 88% 93%

石 油

实验前 61 6 32 23 65% 68%

实验后 52 18 27 7 86% 86%

计算机

实验前 82 12 43 27 75% 88%

实验后 75 21 48 6 82% 92%



图 1 课题实验前后学生顶岗实习情况对比

（三）成果的适用条件及推广价值

本课题研究成果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创新德育方法和手段，优化德育模式，开展学生职业意识

培养工作。实践证明，中职学校通过开展班级职业化管理和“产教融合、

工学结合”的职业意识体验式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

素养，为今后人生发展打好基础。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职生职业意识的“模拟式”培养，是开展中职生职业意识和职业

行为养成教育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成功的应用。但“模拟

式”距真实的企业环境仍然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今后的研究可以结

合中等职业学校校企深度合作模式开发，深入研讨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化

师资的培养和职业化教育环境的构建，建立起更能符合国家教育方针，

适应企业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教育体系，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中等

职业教育。



四、鉴定组成员名单



五、专家组鉴定意见

主要包括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过程的真实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成果的价值、特点、

创新性、实用性，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是否同意结题，成果不足及其建议等。

七、会议鉴定意见（正反两方面意见）

由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承担的四川省普教科研资助金课题《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

式”培养的研究》已经完成研究任务，进入结题评价阶段，应课题组邀请，成立了专家组

对该课题进行成果鉴定。专家组在认真审读课题研究报告、工作报告、检测报告，以及查

阅课题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1.该研究提出了开展中职生职业意识养成教育的有效手段——“模拟式”教育，形成

了“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职业意识体验式教育培养策略，构建了适合县域中职学校学

生职业意识培养的一些方式、方法。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对中职

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2.课题组以培养中职生良好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习惯教育为目标，形成了模拟工资制

度、干部选拔与考评制度、学月明星员工评选制度、班级职业化会议制度、学生职业化成

长分析报告制度、学生职业岗位社会实践制度，通过开展学生职业化管理，培养学生职业

意识和职业习惯，经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课题组依托“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开展学生职业意识体验式教育，符合当前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方向。职业学校在“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实践教学

过程中，同时注重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基础。

4.研究的不足与建议：建议课题组进一步转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研

究内容，升华理论成果，进一步完善德育教育机制，拓展课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综上，该课题研究目标清晰，方法适当，工作扎实，管理规范，资料翔实，成果丰厚，

效果明显，完成了预期研究任务，同意结题。

鉴定组组长（签字）

2022 年 5 月 11 日



六、课题承担单位对专家组鉴定结论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专家个人鉴定意见表

课题名称 中职生职业意识“模拟式”培养的研究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主要包括选题的价值、意义，研究过程的真实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成果的价值、特
点、创新性、实用性，取得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效，是否同意结题，成果不足及其建议等。

鉴定专家：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