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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合作 职业教育走出国门

以育人初心筑梦 尚德机构多维度深耕助力产业升级

职教向未来
创新样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赛课”赋能 专注师资教学建设

临近年底，尚德机构今年的“赛课大赛”也即将落

下帷幕。在尚德机构的师训体系中，一年一度的赛课大

赛堪称每年的关注焦点，这不仅是尚德机构最重要的

内部活动之一，也是老师们比拼教学能力、展示自我风

采的舞台。据了解，今年是赛课大赛连续举办的第八

年，以“回到未来”为主题，包括教学经理、教学主管等

管理层在内的所有尚德机构讲师都参与了此次比赛。

此外，尚德机构还建立起整套的教师评级体系，界

定老师的教学水平；设立完整的师训体系，保证老师成

长；通过多元的授课渠道，锻炼老师的授课能力；以及

对教案和教学模板的要求，让老师有系统的提升方式

以及修复的路径。同时，尚德机构在内部还鼓励老师形

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增加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让

不同偏好的学员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这些在师

资方面的探索，都为高水准的教学教研提供了保障。

而在教研资料方面，尚德机构也不断丰富题库，特

别是各类真题。同时，尚德机构也在不断推出新的独家

资料。举例来看，尚德机构教研团队今年首次在考试结

束后第一时间推出考情分析白皮书，对考试的难易程

度、知识点分布、出题方向等进行分析，并且为学员们

接下来的复习规划提供建议。

值得关注的是，尚德机构还为考生提供了包括考

前30天、考前3小时、考前压轴卷、密训资料、通关宝典

等在内的独家资料，并一直在研发新产品。以2020年

为例，尚德机构为学员上架4149种新产品，新增考试

计划824份；新增19种教研材料，涵盖思维导图、考前

五套卷、通关宝典等，共计9.7万份。尚德机构题库中的

试题数量新增12.6万道，同比增长18.8%，其中真题占

比为43.5%。

多维度助学 坚守育人使命

左眼先天失明、后天又得了糖尿病的许丹丽，从小

到大都没有感受到太多温暖。但加入“尚进生”这个大

家庭后，她的生活慢慢改变了。现在的许丹丽，比从前

更加自信，也对未来更抱有希望。在她的规划中，完成

学业后，自己或许可以从事外贸类工作，并用业余时间

兼职英语翻译，更好地回报父母和社会。

这是尚德机构用行动坚守育人初心和使命的案例

之一。为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尚德机构于2016年发

起“尚进生计划”。据悉，这一“互联网+教育”公益项目

旨在帮助有身体缺陷或生活困难的人提升学历和职业

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实现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截至

目前，“尚进生计划”已经落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

总计5180人免费提供了多种类别的学习机会。

2018年，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尚德机构

的“尚进生计划”走进四川省凉山州及青海省玉树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在深入了解当地教育现状及帮扶需求

后，尚德机构先后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昭

觉县签订对口帮扶协议，为喜德县和昭觉县“一村一

幼”辅导员免费提供价值200万元的教师资格证考前培

训课程，共覆盖两个县259人。

而为支持抗疫、防疫工作，2020年初，尚德机构还

向武汉东湖高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

捐赠500万元现金，同时向奋战在全国抗击疫情第一线

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等特殊群体免费提供

价值1500万元的在线教育培训课程，以实际行动为抗

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自2017年起，尚德机构还与杉树公益达成了

合作，尚德机构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号召尚德老师和学

员参与支教项目，帮助杉树支教招募、筛选支教老师，

促进乡村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2019年教师节，尚德

机构与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签订了合作协议，成立“尚

进生计划-杉树支教班”，第一批共有51名支教老师收

受益。

今年3月，尚德机构又携手杉树支教发起第六期主

题为“乡村振兴 人才振兴”的支教教师招募直播宣讲

会，多位来自尚德机构的乡村支教老师分享了他们在

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普惠方面的努力和感受。

产业升级 为职教提质增效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显示，2017-2022年我国

的职业教育市场将维持6.7%增速，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2022年预测将突破1万亿元，其中非学历职业教育市

场规模超过4000亿元，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1年达到1719亿元。

另据人社部联合钉钉发布的首份《新职业在线学

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新职业呈现供需两旺局

面，96%以上的职场人希望学习新职业，90%以上的企

业希望通过新职业培训员工，未来五年新职业人才需

求超3000万。

由此，在看到在职教人才需求量攀升，、产业升级

在即的情况后，尚德机构也在不断创新，用科技赋能学

员，为职业教育进一步提质增效。

举例来看，尚德机构始终在AI和大数据方面持续

投入。目前尚德机构的AI技术已经能够做到“千人千

面”，根据学员的听课出勤、错题等学习数据为他们推

送个性化题库和学习计划。“我们的大数据能够将所有

的真题和教研团队制作的模拟题按照知识点进行分

类，并根据重要程度及难易程度进行分层，让学员在学

习过程中有的放矢，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和体验。”尚

德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为更好地服务职业教育人群，尚德机构还进行

了大量创新和探索，提升自身的教学教研、生态构建、

业务协同、技术教研等多种维度的综合能力。举例来

看，针对在职人群碎片化学习的需求，尚德机构在直播

课、录播课之外，还为学员们提供了“知识点串讲”小视

频，时长约5-10分钟，包含了当日课程最精华的知识

点，学员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同时，尚德机构的

线上题库，也满足学员们随时随地刷题的需求。

对职业教育从业者来说，2021年频发的职教政策

已让职业教育的前路更广阔。对此，尚德机构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这些政策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行业进一步

发展，推动新职业人才培养，拓宽我国劳动者的就业空

间。“作为在成人和职业教育领域深耕18年的企业，尚

德机构将同相关机构一起，身体力行，不断研发新课

程，顺应市场对新职业的需求，服务好广大学员。”

2021年，职业教育成为新风

口。从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

会到颁布的多项职教政策，如何

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全社会

共同探讨的议题。为更好地发挥

自身作用，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培

养职教技术人才，尚德机构从师

资、教学等多维度进行建设，并积

极开展助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教

育支持。

据教育部相关披露显示，我国已成为

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之一。塔吉克斯坦籍

留学生Farzod正是其中一员。2019年来到

北京的他，和许多留学生不同，他选择了北

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北工院”）

这所职业院校作为自己在中国求学的第一

站。用他的话来说，他在这里感受到了“深

切的幸福”。而他所就读的北工院，也是发

展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推动职业教育走

出去的代表学校之一。除招收留学生外，北

工院还参与了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

出去”试点项目，联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和国内多所优秀高等职业院校在赞比亚

共同开办了“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中赞职院”），成为我国职业院

校在海外独自创办的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

的高等职业学院，这也响应了中办、国办对

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的号召。

职业技能与语言学习双丰收

留学北京成首站

“我的中文名字叫王帅，来自塔吉克斯

坦，现在在北工院建筑专业学习。”Farzod

用中文向北京商报记者简要介绍了自己的

求学经历。据了解，北工院从2018年起开

始具备招收留学生的资质，截至目前已在

海外招生近30人。“来到我们学校的留学生

能通过很多渠道了解到学校的信息。比如

一些线上的展览，以及留学生之间的介绍

和口口相传，或者也有学生是自己打电话

给学校咨询的。”北工院国际处副处长孟晴

告诉记者。

Farzod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才了解

到了北工院。“到北京的前两个学期，我就

开始学习语言，第一个学期的学习是最困

难的。后来到了假期的时候，我找了中国的

朋友来帮助我。”在Farzod看来，北工院的

求学经历，是他人生中幸福的几年时光。根

据学制安排，Farzod即将在2022年初毕

业，他对自己的未来也作出了规划。“毕业

之后我想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专业继续

学习，再之后就留在中国工作。”

“实际上高职院校在招收留学生时，

和本科院校相比优势较小。一方面由于学

历层次低一些，另一方面目前教育部的来

华留学奖学金，没有对高职院校开放。”孟

晴坦言，如果职业院校想做好留学教育，

就需要更多借助自身具备的优势。“比如

从‘中文+职业技能’这方面入手，让留学

生，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

既能学到中文，也能学会当地紧缺的职业

技能。在奖学金方面，目前北京市教委已

经开始向我们的留学生提供一些奖学

金。”孟晴说道。

而为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学生

参与贯通外培项目，北工院还聘请了外籍

教师。目前在北工院教授高中英语的老师

Peter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他看来，北工

院目前推行的贯通培养项目让学生能直

接进入本科等高层次阶段学习，具备创

新性。

开办“中赞职院”特色专业

“一带一路”上输出中国经验

除了吸纳留学生，“走出去”也是北工

院国际化办学的深耕方向。据悉，北工院于

2016年被教育部确定为职业教育“走出

去”首批试点学校，2017年入选北京市首

批“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同时，自2016年起，北工院还协同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集团和国

内多所职业院校在赞比亚创办了中赞职

院，实行“政-行-企-校”的协同海外办学

模式。

据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周燕

介绍，北工院从2016年开始向赞比亚派驻

教师。“刚开始的时候是对中国有色集团在

海外公司的员工开展技能培训，经过几年

探索之后，联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和

国内多所优秀高等职业院校共同筹建了中

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学校也成

为我国职业院校在海外独立创办的第一所

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学院。”

经过几年的准备和办学，目前由北工

院举办的中赞职院自动化与信息技术学院

已建设完成开始招生，北工院珠宝分院也

在积极筹建之中，珠宝分院将围绕珠宝设

计与加工专业进行教学，目前正处在准备

招生的阶段。“设立珠宝相关专业也是应赞

比亚职业训练局的请求。赞比亚有着丰富

的珠宝矿产资源，当地职业训练局局长来

校考察后，希望我们能建设这方面的专业

学院。”

值得关注的是，北工院在海外办学方

面的探索不止于建设学院体系，其独立开

发的自动化与信息技术和珠宝设计与加工

两大专业标准已被纳入赞比亚的国民教育

体系。同时，北工院还组织当地的专业教师

在赞比亚当地或来华接受师资培训，并编

写出版职业教育“走出去”系列专业英文教

材和工业汉语教材。

设立“中文+职业技能”基地

职业教育走出国门

今年9月，《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教育维度上，

该方案提出，北京要做强“留学北京”品牌，

吸引世界顶级名校来北京合作办学。由此，

北工院的合作办学情况值得关注。

具体来看，“引进来”方面，北工院与日

本京都计算机学院开展了动漫设计与制作

专业的中日合作办学项目，引进优质动漫

教育资源；2021年，北工院建立了首个中

法能效管理应用人才培养和研究中心，提

升双方在能效管理领域的合作。

此外，在“走出去”方面，北工院也与英

国、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外高水平大学

建立起校际合作关系签署课程对接、学分

互认等协议。2020-2021年的两年时间里，

北工院共输送了133名贯通外培项目学生

前往海外院校进行深造。

实际上，在周燕看来，国内的职业教育

目前都处于“走出去”的阶段，“职业教育走

出去的模式必须要和中资企业合作，中资

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企业需要本土的技

术人才，但往往当地人员的技能水平达不

到企业的标准要求。并且企业要解决当地

的就业，无法实现所有的技术人员都从国

内派出去。那么就必须使用大量本土员工，

这部分员工就需要进行培训”。

基于这一情况，北工院及国内多所职

业院校还在缅甸、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

等多个国家建设学院，开展员工培训。“这

些学院的模式参照中赞职院，但不涉及学

历教育，以开展培训为主。当地政府、中资

企业、国内职业院校一起合作建立培训机

构，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实现四方联动。”

周燕表示。

为进一步深化海外办学“走出去”，目

前北工院还申请成立了“中文+职业技能”

教育实践研究基地，成为全国首家也是唯

一一所建设该基地的高职院校。周燕坦言，

“对职业院校来说，服务‘一带一路’、服务

中资企业都是目前非常好的契机，也是打

造北京市国际教育的窗口”。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文
图片来源：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