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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锦州市教育局提出。

本文件由锦州市教育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广告职业学院、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云、都淑明、黄占宇、雷振友、张立新。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锦州市教育局（锦州市凌河区和平路五段1号，0416-2167877）。

标准起草单位：辽宁广告职业学院（沈阳市郭大桥村，024-893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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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院校优秀毕业生能力培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类院校优秀毕业生能力培养目标、培养主体、培养流程、培养能力建设要求、能

力评价及就业推荐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职业院校优秀毕业生的培养、指导和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28 质量管理人员参与和能力指南

GB/T 19273 企业标准化工作 评价与改进

GB/T 29590 企业现场管理准则

GB/T 36531 生产现场可视化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6733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职业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优秀毕业生 outstanding graduates

在校期间，在知识、技能、组织能力及展示能力等方面表现卓越，通过个人申报、辅导员及系级推

荐确认为优秀毕业生。

4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

为了使我院推荐毕业生就业工作更加完善，更能充分展示我院毕业生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实践技能，

使我院毕业生能够更好地得到社会各用人单位的尊重和录用。

基本目标

4.2.1 知识方面：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勇于探索，理论基础扎实，具备在本专业领域内

独立完成重要任务和勇于开拓创新的业务知识能力。

4.2.2 技能方面：参与技能教学和校外实训工作成绩突出，个人专业技能得到市场或有关专家的好评；

个人作品被市场认可或展出；在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和作品评选工作中获奖；在参加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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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能够独立完成重要任务，成为主要“角色”，并获得社会和用人单位一致好评的。

4.2.3 技能方面：参与技能教学和校外实训工作成绩突出，个人专业技能得到市场或有关专家的好评；

个人作品被市场认可或展出；在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和作品评选工作中获奖；在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中能够独立完成重要任务，成为主要“角色”，并获得社会和用人单位一致好评的。

4.2.4 技能方面：参与技能教学和校外实训工作成绩突出，个人专业技能得到市场或有关专家的好评；

个人作品被市场认可或展出；在省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技能竞赛和作品评选工作中获奖；在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中能够独立完成重要任务，成为主要“角色”，并获得社会和用人单位一致好评的。

5 培养主体

职业院校

5.1.1 职业院校包括中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职业教育学院、高级技工学校等。

5.1.2 应按照教学任务和课程体系培养学生。

5.1.3 应设置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内容。

5.1.4 应设置不同职业特点的考核评价方案。

实习企业

5.2.1 实习企业结合各优秀毕业生专业特点及个人职业取向，为优秀毕业生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

5.2.2 应按照实习企业和职业院校为优秀毕业生设定的培养目标，为优秀毕业生提供优良的软、硬件

资源和管理服务。

5.2.3 设置教育协调部门或机构，配备培训师和岗位师傅，与职业院校建立沟通机制，保持良好沟通，

共同跟进及双向反馈毕业生实习情况。

5.2.4 实习企业可根据企业用人需求最后确定是否留用毕业生，留用为其办理入职手续，不予留用则

与学校沟通确认。

5.2.5 实习企业可根据企业用人需求最后确定是否留用毕业生，留用为其办理入职手续，不予留用则

与学校沟通确认。

6 培养流程

个人申报：递交申请书，后附辅导员和系主任意见并加盖系公章。

填写《优秀毕业生能力培养基本情况登记表》。

上交参与的大型活动、实践活动视频资料，不少于 5 分钟。

上交参与的大型活动、实践活动的用人单位评价书并加盖单位公章。

辅导员、系分别签署推荐审核意见。

就业部门汇总上报校领导。

校领导审定。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基础能力培养。

特色培训教育。

社会实践活动训练。

安排实习。

7 教学实施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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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培养工作领导小组

培养内容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通过对毕业生进行专门强化培训，使之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得到有效的培养和提高。（由专业

教师和工作室负责人完成）。

对学生尤其是毕业生进行挫折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让学生知道挫折，了解挫折。在对他们进行挫折

教育时，教给他们增强挫折的能力，要将挫折变成前进的动力，这点尤为重要。

道德教育培训

道德教育是对毕业生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内容包括提高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

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

现场才艺展示能力的培养包括个人才艺的指导——体现不同专业特色、台风及临场应变能力的指

导、口才及表现力。

社会实践活动训练

通过参加校企合作活动，安排毕业生到对应的就业岗位进行实习，使他们提前了解就业岗位的要

求和工作内容。

8 能力评价

评价主体

职业院校。

评价对象

参选优秀毕业生。

评价能力要求

8.3.1 对于所有培训课程的验收，将采取笔试和模拟演示的方式进行考核，考核后将按照一定比例筛

选。

8.3.2 不合格学员。学院将成立评审小组对其笔试和模拟演示的环节进行打分评定。

8.3.3 就业部门最终将汇总评审小组的考核意见，报主管领导审定最终确定优秀毕业生名单。

9 就业推荐

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校长为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的毕业生亲自撰写推荐书。

将《优秀毕业生评审表》装入毕业生档案，并有优先参评辽宁省优秀毕业生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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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就业部门将在毕业前为优秀毕业生召开专场招聘会，优先推荐就业，推荐岗位月薪底薪在

3000 元以上。

通过学校宣传系统进行发布和宣传，还将通过校园网络、校报、宣传栏等多种方式集中宣传毕业

生优秀事迹。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培养目标
	4.1　总体目标
	4.2　基本目标

	5　培养主体
	5.1　职业院校
	5.2　实习企业

	6　培养流程
	7　教学实施机制要求
	7.3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7.5　挫折性教育培训
	7.6　道德教育培训
	7.8　社会实践活动训练

	8　能力评价
	8.1　评价主体
	8.2　评价对象
	8.3　评价能力要求

	9　就业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