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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职业能力评价关乎学
生就业质量及高职教育质量的
提质培优。当前相关研究以面
向就业市场需求的机电、信息
等技术技能表象明显的职业能
力检测与评估为主，而对于需
要侧重于培养示范展示、营销
表达等特质的商科院校来说，
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方案构建还
是新命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梳理商科学生职业能力的
实质内涵，深化对学生职业能
力的认识，进一步构建学生职
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聚焦和
调整教育教学标准、人才培养
目标，周期能力评价则促进人
才评价、人才发展与办学体制、
考核评价等一体化落地，即以

“专业能力内涵+多元能力指
标+周期能力评价”构建学生职
业能力评价方案，破解“五唯”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
论文、唯帽子）顽疾，坚定推进
新时代高职教育评价改革。

以专业能力内涵调整学生

职业能力评价的指挥棒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是
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商业
人才为己任的院校，从其教学
实践认为，面向商科学生的职
业能力评价更偏向于商科宽口
径通用职业能力范畴，在内涵
上更偏向于对于学生就业能力
的评价。在实践中，学生职业
能力评价主要依托大数据与基
于证据的评价理论开展，依据
内涵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
为针对学生就业能力的评价，
该类评价将职业能力等同于就
业能力，主要依据学生通过学
习后获取的具有就业能力的质
量判断；第二类为针对学生学
习成果的评价，其着重描述学
生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表现与进
展等客观事实，将学习过程中
可获取的学习成果作为能力的
评价物。

技术赋能商科教育发展复
合型的知识结构，需要掌握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商
科技术方法与知识，以加强对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等传统商
科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应
用。新时代对于商科学生提出
更为综合的能力结构需求，既
需要学生具备现场管理能力、
团队组建及成员激励、绩效管
理及纠偏能力等传统商科专业

基础能力，还需要熟练运用网
络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
等，如数据业务化能力、智能优
化分析能力、智能协同决策能
力等。因此，浙江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注重在数字经济技术创
新、思维转型、人才与商业组织
升级的过程中，融入商科学生
专业职业能力内涵，其核心贴
合社会、商业、行业企业等相关
知识与能力的要求；重构市场
营销等人才培养方案，在人才
培养中新增数字化管理师、互
联网营销师等新兴职业的岗位
培育，在学生职业能力评价中
注入商科专业能力的新需求、
新技术、新内涵。

以多元能力指标校准学生

职业能力评价的标准尺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持
续强化国际合作教育，办学成
效显著，学校为全国首批通过
中外合作办学国际质量认证的
2所院校之一，首家通过浙江省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单位，
连续三年获得“全国高职院校
国际影响力50强”。随着数字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我国
商科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
展。可以看到，国外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知
名商学院，国内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商学院
纷纷加入AACSB（The As-
sociation to Advance Col-
legiate Schools of Busi-
ness）国际商科认证，商科教育
与学生职业能力的全球化发展
趋势显著。可借鉴AACSB国
际商科认证的标准作为商科学

生职业能力评价标准，将该商
科认证标准中对商科学生的一
般技能领域要求嵌入学生职
业能力评价中，其指标包括：
书面和口语交流；道德的理解
和推理；分析性思维；信息技
术；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多
元、跨文化的环境；反省性思
维；知识的运用；院校还需在
共性的指标中赋予多级多元
能力指标或以从低到高的能
力等级加以具体体现。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共同建设数
字经济新职业认证基地，开展
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等
新职业标准建设即为对学生职
业能力评价指标建设的实践探
索。具体来看，需要同步构建
商科学生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其中一级能力指标包括基础业
务处理能力、领域知识应用能
力、领域问题解决能力、基于信
息的统筹决策能力。基础业务
处理能力主要包括二级指标：
书面和口语交流、道德的理解
和推理，包括社会沟通能力、职
业态度、职业道德等内容；领域
知识应用能力主要包含二级指
标：分析性思维、信息技术，以
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商业管
理与分析能力等为主要能力要
求；领域问题解决能力包括人
际关系和团队合作、多元及跨
文化的环境等二级指标，以团
队协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
实现在团队中与他人的有效合
作及能在多元环境中高效率地
开展工作；基于信息的统筹决
策能力主要包括二级指标有反
省性思维、知识的运用，以大数
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综合实践

与管理决策能力等应对社会大
环境下的自我反思与提升并将
商业和管理学等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践。总体而言，一级指标
分别对应学生职业能力从低到
高的攀升要求，二级指标将商
科学生所需具备的组织管理能
力、国际化发展与跨文化交际
能力、批判性思维及在复杂环
境中开展商务信息获取与决策
等能力加以整合体现，表达出
对于未来职业标准的理解。

以周期能力评价描摹学生

职业能力评价的运行图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
实践中，联合钉钉集团开展“数
字化管理师”“低代码开发师”
等新兴职业技能考培工作，为
社会培养优质复合型数字技术
人才，即是瞄准职业核心发展
目标和关键成果进行了教育实
践。在能力评价中还需要注重
与教育教学的衔接关系，在职业
能力评价指标对应的核心育人
目标、阶段性关键成果的设定环
节，注重“跳一跳”的目标设置，
以激发被评价者内驱发展。将
目标细化为可衡量的两到三个
考评指标，在教育教学环节予以
对应，如衡量商务沟通职业能
力的目标可设定为沟通多少时
长或对接多少行业企业，获得
多少有效信息数据，也可以是
获取某项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等。周期能力评价重视周期内
的多元评价主体对于关键成果
与目标的拆解分析，在达到共识
后需及时公布职业能力评价方
案，以及时实现与院校层面的教
学任务的衔接，可在学年内结

合教学内容开展一到两个评价
周期。评价结果的反馈又和教
学安排的优化与学生职业能力
的对照提升方案设计有联系，
而对于整体实现率不高的指
标，则需要在下一个评价周期
中进行改进与调整。

为推进高职教育评价的赋
能育人，还需多方面集体协商
与协同合作，以保证学生职业
能力评价顺利、有效运行，并将
评价结果指向育人要素的改进
提升。要定制培养策略，通过
学生职业能力评价进一步明确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培养模
式，强化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
力、新商科技术技能培养等，以
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商科人
才；要优化课程体系，重视面向
职业能力发展的实训课程开发
与更新，开设虚拟仿真实训课
程，加强社会面的实践锻炼与
协同育人领域的技术技能培养
课程，整体优化商科课程体系；
要提升双师素质，鼓励教师参
与各类技术资格考试并深入企
业一线开展实践锻炼，完善教
学端的应用能力提升，为学生
职业能力的升级与学生适应环
境的能力强化推进双师队伍发
展。此外，还要坚持以学生为
中心的建设理念，进一步拓宽
评价主体与学生的交互渠道，
将学习问题与职业能力提升等
问题的陈述与面向校内外职业
能力评价平台等建设结合起
来。（作者系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2022年
浙江省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高职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
体系构建研究——以浙江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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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
台湾大学生感受大陆精彩

近日，台湾青年学生“缘在齐鲁 品味山东”

沿着胶济铁路看非遗研学活动在青岛滨海学院

启动。参加本次活动的台湾青年学生分别来自

台湾大学、元智大学、辅英科技大学、铭传大学，

活动为期一周。台湾大学生通过参观青岛、潍

坊、淄博、济南等地市的非遗主题文化园区，感受

精彩的中华传统文化。

图为台湾大学生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

区被动房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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