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提出

职业教育是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

教育类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聚焦制约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关键问题，立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指导，

着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经过数年实践

探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实践样

态和特征究竟是什么，是否契合国家对于职业教育

的发展定位和要求？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仍然面临的

困境和短板是什么，下一步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方

向是什么？

许多研究者以重要奖项为研究样本，运用质性

或量化分析，窥析相关领域发展现状、价值取向及未

来趋势，如朱克曼（Zukerman）通过对诺贝尔奖获得

者信息的分析，阐述科学界的分层现象、科学精英的

培养等问题［1］；马银琦等通过对 1989年以来“教育科

研成果奖”历届获奖成果的分析，剖析高质量教育科

学研究的特征与趋势［2］；殷玉新等通过对 60位“全球

教师奖”候选人材料的分析，探寻优秀全球教师的基

本特征［3］。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作为职业教

育领域的最高奖项，每 4年一届，旨在评选出能够反

映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创新性，并且经

过实践检验，对提高职业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有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是分析和解答前述问

题最具典型性和公信力的素材。如任君庆等通过对

2014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分析，指出要充

分重视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强化专业带头人和

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4］。郑永进等通过对 2014年和

2018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比较分析，提

出要加强专业改革力度，推进“自下而上”的教育改

革等［5］。伴随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4 年一届的评审

周期，基于获奖项目分析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情况，已

然成为职教研究领域的阶段性热点。但多数研究基

于获奖名单做面板数据分析，仅依据成果名称进行

主题分析，受制于成果名称有限的样本容量和高度

提炼的特色化表述，而影响研究效度。本研究通过

对 2018年、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职业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的特征、主题分析与启示

——基于2018年、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统计分析

米高磊

摘　要：对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统计分析发现，教学成果奖在区域分布、省域分

布等方面依然失衡，应激发省市、学校等主体意识，以行动自觉推动均衡演变。教学成果奖合

作多元化、实践期延长趋势显著，应积微成著实现阶梯式发展。教学成果奖改革方向，既要紧

跟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更要找到“真问题”提出“新方案”。教学成果奖的核心始终是人才

培养实效，应以学生成长成才回应各方关切。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实践应坚持校企合作、实

践育人，强化多元活力激发，以及职教理论研究。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应立足高质量发展，持续

关注团队建设、专业建设、教材建设，进一步向微处着力，聚焦课程、扎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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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的全样本分析，多视角探析获奖成果的特

征与主题变化，窥视新时期职业教育高质量教学的

实践样态和发展导向，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和教学成果奖培育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搜集

依据 2018 年、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奖名单，对应搜集公开性成果展示网址，获取各

项目成果简介等栏目文本性内容，剔除表格、图片等

内容，形成获奖成果文本。因军事系统推荐项目的

特殊性故未搜集。最终，整理 2018 年职业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简介文本 431个（不含军事组

20 个），分别对应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47 项，二等奖

382 项；2022 年获奖成果简介文本 549 个（不含军事

组 23个），分别对应特等奖 2项，一等奖 66项，二等奖

481 项，共同形成了研究样本，覆盖 2018 年、2022 年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所有获奖项目（除军事

组外），以提升分析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二）研究设计

首先，通过对 2018年、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获奖名单信息进行加工，提取成果所属地

域、完成单位类型、成果申报类型、项目合作类型等

信息，对获奖项目的空间分布、完成主体、领域类别、

实践历程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比近两届教学成果

奖的特征演变。其次，通过对 2018年、2022年教学成

果奖成果简介样本进行词频统计，提取高频词，分析

近两届成果奖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进一步对近两届

教学成果奖高频词之间的共现情况进行分析，构建

高频词共现矩阵表，梳理近两届教学成果奖关注重

点、热点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变化趋势。

三、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的特征分析

（一）项目的空间分布分析

1. 地域分布情况。以项目第一

完成单位统计，依据国家统计局采

用的区域划分办法，将获奖项

目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

等区域进行分析。 2018 年、

2022年教学成果奖各 2项特等

奖，均属于东部地区；2022年，

66 项一等奖，东部获得 45 项，

占 比 69.39%。 相 较 于 2018
年，东北地区实现一等奖零的

突破，其他区域近两届一等奖

获奖比例基本稳定；二等奖获奖比例东部有所下降，

中部、西部获奖数量与获奖比例提升。整体上，区域

之间获奖分布依然不均衡，但是获奖总数占比东部

小幅度降低，中部、西部小幅度提升，逐步向均衡演

变。（见表1）
2. 省域分布情况。以项目第一完成单位统计，

2022 年教学成果奖获奖数量较多的省份分别为江

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均位于东部地区，内蒙古、西

藏、海南等省份获奖较少。值得关注的是，澳门特别

行政区首次荣获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青海

连续两届未获奖。相较于 2018年，由于 2022年教学

成果奖获奖数量扩容，部分省（区、市）获奖数量虽然

有一定增加，但是获奖占比反而减少。整体上，近两

届教学成果奖各省（区、市）获奖比例增减幅度均在

3%以内，比较稳定。山东、河南等省获奖数量分别增

加了 20个和 15个，成为增长较快的省份，浙江、北京

等省（市）一等奖获奖占比提升较大。

（二）项目的完成主体分析

1. 第一完成单位类型分析。2022年教学成果奖

第一完成单位高职（专科）学校占比最高，达到

69.40%；中等职业学校占比为 19.31%。此外，第一完

成单位还涉及相关研究机构、普通本科高校、成人高

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但占比均不高。值得关注

的是，相较于 2018年，2022年教学成果奖第一完成单

位新增职业本科学校类型，一等奖获奖中普通本科

高校获奖数量及比例均增幅明显，二等奖获奖高职

（专科）学校获奖数量及比例均有明显增幅。高职

（专科）学校获奖总数增幅最大。（见表2）
2. 第一完成人职称职务分析。2022年教学成果

奖第一完成人正高级职称占比 70.86%，高级职称占
表 1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地域分布表

区域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一等奖及以上数量占比/%
2018年

69.39
12.24
18.37
0.00

2022年

69.12
10.29
17.65
2.94

变化情况

-0.27
-1.95
-0.72
2.94

二等奖数量占比/%
2018年

60.47
14.40
19.37
5.76

2022年

55.09
17.26
23.08
4.57

变化情况

-5.38
2.86
3.71

-1.19

合计获奖数量占比/%
2018年

61.48
14.15
19.26
5.11

2022年

56.83
16.39
22.40
4.38

变化情况

-4.65
2.24
3.14

-0.73
表 2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同类型的第一完成单位获奖统计

第一完成单位
类型

中等职业学校

高职（专科）学校

职业本科学校

相关研究机构

普通本科学校

成人高等学校

行业企业

其他

一等奖及以上数量占比/%
2018年

22.45
65.31
0.00
4.08
4.08
4.08
0.00
0.00

2022年

16.18
64.71
4.41
2.94

10.29
0.00
0.00
1.47

变化情况

-6.27
-0.60
4.41

-1.14
6.21

-4.08
0.00
1.47

二等奖数量占比/%
2018年

21.73
65.45
0.00
6.02
3.66
1.05
1.31
0.78

2022年

19.75
70.06
0.83
4.16
2.91
1.25
0.83
0.21

变化情况

-1.98
4.61
0.83

-1.86
-0.75
0.20

-0.48
-0.57

合计获奖数量占比/%
2018年

21.81
65.43
0.00
5.80
3.71
1.39
1.16
0.70

2022年

19.31
69.40
1.28
4.01
3.83
1.09
0.72
0.36

变化情况

-2.50
3.97
1.28

-1.79
0.12

-0.30
-0.4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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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整体超过 95%。相较于 2018 年，高级职称占比降

低 2.02%，中级职称占比提升 1.03%，整体上变化幅度

较小。2022年教学成果奖第一完成人非校级领导占

比达到 68.85%，相较于 2018年提高了 30.80%，其中，

一等奖第一完成人非校级领导占比提高了 37.04%，

二等奖第一完成人非校级领导占比提高了 30.01%，

在非校级领导中增幅较大的是学校中层管理人员，

其次为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等无行政职务的普

通教师，整体体现了教学成果奖评选向长期从事一

线教育教学的教师倾斜的导向。（见表3）
3. 所有完成单位类型分析。2022年教学成果奖

共有 2 170 家单位参与项目申报，平均每个项目由

3.95家单位完成，相较于 2018年，每个奖项的完成单

位增加了 1.2家，体现了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主体的多

元性。通过分析各类型完成单位占比发现，高职（专

科）学校和企业是教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单位，占比

均超过 30%，其次是中等职业学校占比 10.97%，相关

研究机构、协会/学会、普通本科学校占比为 5%左右。

相较 2018年，2022年教学成果奖企业类型的完成单

位占比提高了 6.68%，表明企业对于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参与度在提升。除此，中等职业学校的占比降

幅最大，值得进一步关注。

4. 项目合作类型分析。2022 年教学成果奖以

“学校 + 企业”合作完成的项目占比最高，达到

46.99%，完成单位中包含学校和企业的项目占比则

超过了70%，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校企合

作的深入开展。相较于 2018年，2022年以学校作为

单一完成主体的项目占比降幅最大，达到 26.79%，多

元合作型项目成为主趋势，其中，以

“学校+企业+协会/学会”“学校+企

业+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项目占比

增幅分别为 3.85%、4.32%。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2018 年有 10 个项目

完成单位中不包含学校，2022 年则

减少为2个。

（三）项目的领域类别分析

1. 成果类别分析。成果类

别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方向的变化。2022 年

教学成果奖成果类别分为立德

树人、专业建设、“三教”改革等

10 类，依据此成果类别，对 2018
年教学成果奖进行分类整理，并

将近两届成果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 4）育人模式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占比最高的

成果类别，专业建设的相关成果占比次之，且占比稳

定，反映专业建设一直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

关注点。相较于 2018年，2022年教学成果奖中关于

育训并举、校企合作的相关成果增幅较大，反映了职

业教育教学一线对于国家关于高质量就业、深化产

教融合等政策要求的及时响应。值得注意的是专业

建设、综合改革等类别一等奖获奖比例明显高于二

等奖的获奖比例。

2. 专业类别分析。近两届教学成果奖中占比最

大的均为面向所有专业的综合型项目，均超过 30%。

在具体专业大类中，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农林牧渔

大类获奖占比均超过 5%。值得关注的是，装备制造

大类在 2018 年已有较大占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了 5.43%，成为 2022年获奖占比最高、增幅最大的专

业大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制造业相关的交通运

输、轻工纺织等专业大类均有一定增幅。而 2022 年

教学成果奖中占比下降最大的是财经商贸大类，公

安与司法大类无项目获奖。（见表5）
（四）项目的实践历程分析

教育教学实践检验时间是教学成果奖评选的基

本指标。统计发现，2022 年教学成果奖的平均完成

时间和平均实践检验时间，相较于 2018 年均有较大

增幅，其中平均完成时间增加了 0.8 年、平均实践检

验时间增加了 1.23 年，反映了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者

愈加注重教学成果奖的培育和检验。近两届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项目，在成果平均完成时

间和平均实践时间上并没有显著差别，尤其是项目
表 3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同职务的第一完成人获奖统计

第一完成
人职务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普通教师

其他

一等奖及以上数量占比/%
2018年

69.39
20.41
6.12
4.08

2022年

32.35
48.53
11.76
7.36

变化情况

-37.04
28.12
5.64
3.28

二等奖数量占比/%
2018年

60.99
21.73
8.90
8.38

2022年

30.98
47.61
16.84
4.57

变化情况

-30.01
25.88
7.94

-3.81

合计获奖数量占比/%
2018年

61.95
21.58
8.58
7.89

2022年

31.15
47.72
16.21
4.92

变化情况

-30.80
26.14
7.63

-2.97
表 4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同的成果类别获奖统计

申报类别

育人模式

专业建设

综合改革

三教改革

育训并举

立德树人

校企合作

教师培养培训

质量评价

管理创新

一等奖及以上数量占比/%
2018年

55.10
14.29
10.21
2.04
0.00
6.12
4.08
2.04
4.08
2.04

2022年

44.12
16.18
11.76
7.35
5.89
4.41
4.41
4.41
0.00
1.47

变化情况

-10.98
1.89
1.55
5.31
5.89

-1.71
0.33
2.37

-4.08
-0.57

二等奖数量占比/%
2018年

51.05
13.61
6.28
8.64
2.62
5.76
3.14
3.66
3.93
1.31

2022年

44.70
13.31
7.69
7.69
6.86
7.07
5.61
4.37
1.87
0.83

变化情况

-6.35
-0.30
1.41

-0.95
4.24
1.31
2.47
0.71

-2.06
-0.48

合计获奖数量占比/%
2018年

51.51
13.69
6.73
7.89
2.32
5.80
3.25
3.48
3.94
1.39

2022年

44.63
13.66
8.20
7.65
6.74
6.74
5.46
4.37
1.64
0.91

变化情况

-6.88
-0.03
1.47

-0.24
4.42
0.94
2.21
0.89

-2.3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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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实践检验时间均超

过了遴选文件中参评一等

奖的基本要求，即“不少于

4年的实践检验”。（见表6）
四、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的主题分析

（一）样本高频词分析

利用在线分词工具微

词云，对基于 2018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获奖成果简介形成的

研究样本进行分词。考虑

常规语料库无法精准匹配

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为提升

研究的准确性，在分词之

前，对样本进行新词发现操

作，共提取“创新创业”“顶

岗实习”等职业教育领域词

语 552个，作为自定义词语

补充至语料库。依据新语

料库，首次从样本中提取词

语 16 924 个。进一步设置

同义词库，如将“教学标准、

专业教学标准、专业标准”“校企合作、校企

协同、校企共建、校企共同”等同义词进行合

并。然后，再次对样本进行分词，并剔除“发

表”“形成”等常用词。最终，基于 2018年教

学成果奖样本提取词频超过 10 次的高频词

1 619 个，基于 2022 年教学成果奖样本提取

词频超过10次的高频词1 991个。

分析发现，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词频排名前 40 的高频词中

重复的词语有 35个，（见表 7阴影标注）占比

87.5%，说明“双师”“专业”“课程”“校企合

作”等均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关注重点。此

外，2022 年教学成果奖更加强调落实“立德

树人”，强化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建设，适应

时代发展，更加关注“数字化”转型要求。但

是，“现代学徒”培养关注度相对降低，而“一

体化”培养关注度明显提升。

（二）样本高频词共现网络分析

进一步对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排名前 30的高频词共现情况进行分析，构建

高频词共现矩阵表，并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 1）可

以发现，近两届教学成果奖高频词的网络关系中，形

成了相对显著的重点或热点领域。

一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

心主题，持续注重“专业”“课程”“教学资源”等教育

表 5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不同的专业类别获奖统计

专业类别

面向所有专业

装备制造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财经商贸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医药卫生大类

文化艺术大类

电子与信息大类

轻工纺织大类

旅游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教育与体育大类

生物与化工大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新闻传播大类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水利大类

公安与司法大类

其他

一等奖及以上数量占比/%
2018年

40.82
8.17
6.12

10.21
2.04
4.08
4.08
4.08
2.04
4.08
0.00
2.04
2.04
0.00
0.00
2.04
0.00
4.08
0.00
0.00
4.08

2022年

32.35
14.71
5.89
7.35
5.89
1.47
4.41
7.35
4.41
1.47
2.94
1.47
2.94
2.94
1.47
0.00
1.47
0.00
0.00
0.00
1.47

变化情况

-8.47
6.54

-0.23
-2.86
3.85

-2.61
0.33
3.27
2.37

-2.61
2.94

-0.57
0.90
2.94
1.47

-2.04
1.47

-4.08
0.00
0.00

-2.61

二等奖数量占比/%
2018年

29.06
6.82
7.85
9.69
6.54
3.40
4.45
4.97
1.31
3.14
1.83
2.09
2.09
0.79
1.05
2.09
0.26
1.57
0.52
0.79
9.69

2022年

29.73
12.06
8.11
6.86
6.44
4.57
3.95
3.53
3.12
3.12
2.49
2.29
2.08
1.25
1.25
1.25
0.83
1.04
0.42
0.00
5.61

变化情况

0.67
5.24
0.26

-2.83
-0.10
1.17

-0.50
-1.44
1.81

-0.02
0.66
0.20

-0.01
0.46
0.20

-0.84
0.57

-0.53
-0.10
-0.79
-4.08

合计获奖数量占比/%
2018年

30.39
6.96
7.66
9.74
6.03
3.48
4.41
4.87
1.39
3.25
1.62
2.09
2.09
0.70
0.93
2.09
0.23
1.86
0.46
0.70
9.05

2022年

30.04
12.39
7.83
6.92
6.38
4.19
4.01
4.01
3.28
2.91
2.55
2.19
2.19
1.46
1.28
1.09
0.91
0.91
0.36
0.00
5.10

变化情况

-0.35
5.43
0.17

-2.82
0.35
0.71

-0.40
-0.86
1.89

-0.34
0.93
0.10
0.10
0.76
0.35

-1.00
0.68

-0.95
-0.10
-0.70
-3.95

表 6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平均完成时间与实践检验时间统计

实践历程（年）

项目平均完成时间

项目平均实践检验时间

一等奖及以上

2018年

4.06
5.04

2022年

4.39
5.79

变化情况

0.33
0.75

二等奖

2018年

3.60
4.86

2022年

4.52
6.15

变化情况

0.92
1.29

合计

2018年

3.65
4.88

2022年

4.45
6.11

变化情况

0.80
1.23

表 7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频词统计（词频排名前4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18年

高频词

人才培养

专业

教学

学校

学生

研究

企业

双师

校企合作

课程

高职教育

创新

全国

融合

创新创业

实训

质量

技术技能

新技术

标准

词频

1 488
1 266
1 241
1 129
1 095
1 034
920
910
842
824
809
768
709
585
583
533
528
511
498
469

2022年

高频词

人才培养

专业

双师

研究

学校

全国

教学

学生

课程

融合

创新

校企合作

企业

高职教育

产业

人才

标准

质量

新技术

中国

词频

2 067
1 545
1 392
1 281
1 253
1 200
1 195
1 105
1 066
961
919
905
888
780
777
720
717
663
648
644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2018年

高频词

人才

产业

教学资源

文化

评价

平台

国际

大赛

育人模式

育训

资源

职业

中职教育

课程体系

岗位

服务

行业

中国

教学标准

学徒培养

词频

464
435
429
418
400
382
381
364
361
358
354
347
311
306
300
299
293
293
280
261

2022年

高频词

技术技能

思政

育训

评价

国际

实训

创新创业

文化

数字化

课程体系

大赛

课堂

岗位

教学资源

平台

育人模式

一体化

服务

教学标准

立德树人

词频

585
557
557
557
550
549
522
518
485
477
463
461
459
454
446
439
435
429
411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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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核心要素建设。相较于普通本科教育以学科为

基础，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主要依托专业建设展开，进

一步分析高频词“专业”所在语句中的左右邻词发

现，2022年教学成果奖中“专业群”“专业集群化”“组

群专业”等词组显著增加，专业群建设成为新热点。

近两届教学成果奖高频词“课程”“课程体系”“教学

资源”“课堂”等与“专业”的高共现度，体现了职业教

学改革日趋成熟的改革落脚点。

二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紧跟“产业”“企业”“岗

位”“新技术”等经济社会领域发展需求。通过梳理

上述高频词左右邻词发现，“对接产业”“支撑产业”

“产业需求”出现频次均在 20次以上，“企业岗位”“企

业新技术”“岗位新技术”等词出现频次也在 20次以

上，支撑产业发展、满足企业需求、达到岗位要求、适

应社会变革，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出发点。

三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持续服务国家质量强国

的战略要求。“质量”左右邻词中出现最多的是“高质

量”“人才质量”“质量发展”等，并且围绕“质量”，呈

现了“标准”“教学标准”等，以标准推动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相较于 2018年，2022年教学成果奖突出

对于“中国”特色的提炼和彰显，“德国”“澳大利亚”

等词频明显降低，职业教育战线趋向立足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同时，随着近些年国

家各领域数字化战略的提出，推动数字化发展成为

本届教学成果奖新热点。此外，“制造业”作为新增

高频词的出现，彰显了职业教育对于“制造强国”战

略的支撑。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与国家战略政策的

紧密互动，体现了职业教育在国家改革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支撑作用。

四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不断深化“校企合作”

“双师”“育训”“实训”等职业教育类型化教学实践。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教

学实践的基本遵循，与“校

企合作”紧密互动的是“双

师”“企业”“新技术”“育训”

等高频词，强化双师队伍建

设，及时引入企业新技术，

深化育训并举，充分体现了

职业教育类型化教学的主

要特征。此外，与“育训”共

现次数较多的“实训”“实践

基地”显示了职业教育对于

实践育人的高关注度。

五、结论与启示

（一）教学成果奖的获奖分布：固有差距多维存

在，不同角色主体应以行动自觉推动均衡演变

教学成果奖获奖在区域分布上，东部、中部、西

部、东北区域之间的显著差异依然存在，东部独大，

中部塌陷，西部增长式微，东北持续低位。在省域分

布上，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北京等东部职教强省

（市）持续领跑；湖南在中部地区优势明显，河南、安

徽等需加速推动由职教大省向职教强省转变；青海、

甘肃等需加速发力。在第一完成单位分布上，高职

（专科）学校高位提升，中等职业学校有所降低。在

第一完成人职务上校级领导占比显著降低，中层管

理人员、普通教师成为获奖主体，凸显教学成果奖向

一线教师倾斜，也体现一线教师教学改革能力的显

著提升。教学成果奖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

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国家层面

应基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办学条件差异，设计

分类或分区评选，加大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

策倾斜，加强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投入。省级

层面需提升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自觉强化对于

教学成果奖的培育与引导，突出区域特色；同时中西

部省份进一步强化省级统筹，整合全省资源，有组织

地培育成果。院校层面需加大教学成果奖的奖励力

度，提升教学改革绩效，鼓励和引导一线教学实践者

扎根实践提炼经验模式和理论研究，创生教学成果，

全面输出推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源动力”。

（二）教学成果奖的实践特征：深化多元跨界合

作，积微成著实现阶梯式发展

基于横向维度分析近两届教学成果奖，以单一

主体申报获奖的成果占比降低了 26.79%，充分体现

了教学成果奖多元主体的参与，彰显了职业教育开

门办学、跨界融合的特征。各完成单位之间跨行业

图 1　2018 年、2022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频词网络关系图（词频排名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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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跨地域、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明显增加，不同类

型的单位之间合作的组合方式愈加多元。职业教育

教学实践通过多元化、多样化的深度合作，融汇多方

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创新，跨越学校与企业、专业与

职业、学习与工作的边界，有效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成效。基于纵向维度分析近两届教学成果奖实

践，完成时间、实践检验时间均明显延长，强调教学

成果奖源于长期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实践伊始

需要系统设计，实践过程需要不断积累标志性成果、

高级别荣誉、重大项目成效以及大范围的引用验证，

以体现实践成效。同时，教学成果经过不断地设计

优化、实践完善，在成果完成期与检验期交替之间，

创生可复制、可推广、能评测的成果，实现阶梯式

飞跃。

（三）教学成果奖的改革方向：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找到“真问题”提出“新方案”

通过对 2022 年教学成果奖主题分析发现，“中

国”“制造业”“乡村振兴”“国际”等高频词，直观展现

了职业教育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制造强国战略、乡

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开展的生动教

育教学实践及成效。同时，“新技术”“数字化”“产

业”等高频词，体现了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作用，“思政”“立德树人”“创新创业”“双师”等

高频词，显示了职业教育落实国家对于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任务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能够主动、迅捷地响

应国家政策要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值得肯定。但

需要注意，在遵循国家政策方向，聚焦经济社会焦点

问题、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应回归到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实践中，发掘职业教育教学中的真正堵点、弱点和

问题。进而，立足自身办学基础和优势，特色化、体

系化的创新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新路径、新

方案，避免在成果奖申报中出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的目标定位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两张皮”现象。

（四）教学成果奖的根本目标：注重人才培养实

效，以学生成长成才回应各方关切

近两届教学成果奖“人才培养”均为第一高频

词，此外“人才”“能力”等高频词，说明将学生作为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主体，已经成为共识。“育人模式”

“立德树人”等成果类别的获奖比例合计超过60%，也

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学徒制”“分层分类”等适应

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的培

养模式多见于获奖成果中。进一步分析“人才培养”

高频词的左右邻词发现，相较于 2018年，2022年人才

培养的方向更加注重“创新型”“复合型”“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外，各教学成

果奖在成效展示方面，逐步重视通过高水平竞赛成

绩、高含金量的荣誉以及创业榜样人物等，体现教学

成果奖的项目实践效度。但深入分析发现，这些高

显示度成效是否为教学成果的直接产出，能否代表

人才培养的普遍成效？因此，教学成果奖评选过程

中，既要关注学生“金牌”“工匠”等高显示度佐证，更

需要关注学生就业率、薪资岗位、学习体验、技术技

能成绩等增值性佐证，以普遍性与标志性的学生成

长成才实效回应国家、企业、家长、学生等多元主体

对于职业教育核心问题的关切，让教学成果奖遴选

真正回归人才培养质量。

（五）教学成果奖的基本遵循：优化职教类型特

色，坚持校企合作、实践育人，强化多元活力激发、职

教理论研究

2022年教学成果奖参与的企业由 2018年的 295
个增长到 686个，“学校+企业”项目合作类型占比达

到了 46.99%，为最大的合作类型，比第二名“学校单

一主体”高出 31.33%。同时，近两届教学成果奖“校

企合作”“企业”均作为高频词出现，说明职业教育遵

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和育人路线持续深化。

“育训”“实训”“实践育人”等高频词充分展现了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将“实践基地”

“生产性实训基地”“大赛”作为实践育人的主平台，

注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获取，深化岗课赛证综合

育人。但是，需要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多元主体参与

是结构表征，职业教育更需要注重多元合作机制建

设，以激发企业、行业、政府、学校等主体参与的活

力，真正形成多元主体共同育人的合力。此外，职业

教育教学在强调实践的同时，需要注重基于实践进

行理论提炼，虽然样本中“研究”这一高频词，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视，但是此“研究”多

为体现教学成果成效的课题、论文等松散式佐证，缺

少能够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体系化理论建构。

（六）教学成果奖的重要载体：立足高质量发展，

持续关注关键要素，强化团队建设、专业建设、教材

建设，进一步向微处着力，聚焦课程、扎根课堂

首先，“质量”是近两届教学成果奖的共同关切，

相较于 2018年教学成果奖对于“质量保证”“标准体

系”等内容的关注，2022 年教学成果奖更加侧重“高

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后续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基本方向。其次，国家“双高”建设等重大项目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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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作为基本抓手，近两届教学成果奖“专业”

均作为仅次于“人才培养”的第二高频词出现，说明

专业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依托，也是职业教

育教学成果奖培育的主要方向。围绕专业建设，持

续强化双师型教学团队、教材等基本要素建设，不仅

是成果解决方案的重要内容，也是成果获奖佐证的

重要产出。但是，什么是好的教学，怎么实施好的教

学，显然不是专业建设模式、教材编写模式等教育教

学方案能够完全解决的，能够精准指导一线教师进

行教学改革的可借鉴、可操作的微观教学方法才是

关键。近年，在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在线精

品课程等项目的持续推动下，2022 年教学成果奖以

课程为题的成果相对增多。但是，获奖比例与等级

均不高，整体上，针对课程建设模式、课堂教学方法、

学生评价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课堂教学是人才培

养的落脚点和主阵地，应发挥教学成果奖教学改革

风向标的作用，引导教学一线人员关注微观教学，向

课堂要质量。

（米高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310058；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

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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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Thematic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2018 and 2022

MI Gaolei
（1.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2.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2018 and 2022,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is still imbalanced in 
terms of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provinces, cities, 
schools, and other entities, and consciously promote balanced evolution through action. The trend of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and extended practice period in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is significant,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hieve step-by-step development.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should closely follow 
the needs of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find “real problems” and propose “new 
solutions”. The core of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is always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hould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all parties with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students.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should adhere to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diversified vitality stimul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s should be based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eam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extbook construction, further focus on micro areas, focus on courses, and take root in the 
classroo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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