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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美容技术专业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研究

苏碧凤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1）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美容行业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为适应美业新

发展，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美容技术专业抓住职业教育新机遇，树立职业教育新发展理念，致力

于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专业配置，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促进学生优质就业。我校自2012年开办医学美

容技术专业至今，经过1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与企业不断交流沟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但

与高素质人才理想程度还有一定差距。本文探讨了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实践与改革，包括建立校

企班、共建职工培育中心、实践育人示范基地在内的多种产教融合模式，并分析了实施过程中的优势与挑

战。通过调研医学美容机构和企业岗位需求，提出专业课程设置的科学建议，强调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的必要性，以培养更多适应行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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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increasing pursuit of a high-quality life, the beauty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To adapt to this new development, the Medical Cosmetology Technology major at Fujian 

Health College has seized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stablished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optimiz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enhancing professional allocation,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moting students’ high-quality employment. Since our college introduced the medical cosmetology 

technology major in 2012, over a decade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has been undertaken, along with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with industry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relatively mature talent training mode has been developed.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level and the ideal standard of high-quality tal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e and reform of deepen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cluding variou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s such as 

establishing school-enterprise classes, jointly building staff training centers, and creating practice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bases,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job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cosmetology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the paper proposes scient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ettings, 

further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of deepen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in order to train more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hat meet industry development needs 

and contribute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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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

的方向[1]。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是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工作重心[2]。近些年，国外高等

院校的医学美容技术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发展

已经较成熟，对比我国医学美容技术的校企协同

育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之路，虽然

积累了许多经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仍然

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工作，目前还处于较为初级

的阶段。我国医学美容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在双方合作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专

业建设与区域经济、人才需求等之间还存在差

距，任重道远。在目前的形势下，医学美容技术

专业必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改

革。本文主要总结了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医学

美容技术专业在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方面的

实践与改革，旨在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对接，

提高教育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同时为企业输送符

合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

1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就业现状

教育部于2021年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修制

定时提出“四新”要求，分别是“新业态、新模

式、新技术、新职业”[3]。为落实且有效实现需

明确专业定位，对福州市内30家美容机构及我校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596名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了

调研，通过访谈、问卷、电话等多元化的方式进

行，结果发现78.89%毕业生就业在医美机构，散

在分布于福州市内的5家医疗美容医院、60家美

容门诊部、57家皮肤美容诊所；就业岗位有礼宾

前台、电商接待、咨询助理、电话客服、病房护

士、手术室护士、皮肤科/无创科前台、皮肤科/

无创科美容师、皮肤科/无创科客服经理、平面设

计、文案策划、视频剪辑、电商专员、网络咨询

等20多个岗位。且调查显示，美容行业为朝阳行

业，其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学生就业率高，

提示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的职业教育符合市场需

求，彰显我校医学美容技术专业在培养适应美容

市场需求的人才与教育部提出的“四新”要求契

合度高。

2  深化产教融合的意义

根据各类美容院、医疗美容机构、养生保健

机构、各类美容贸易公司、美容设备厂家、美容

产品厂家等对毕业生职业核心素养和专业核心能

力的要求[4]，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对于提

高医学美容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输送稳定的

满足行业需要人才、引导学生就业和创业、促进

区域美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把为企业行业

培养美容综合素质高、技术技能强的复合型人才

为初心起点，把职业岗位技能考核结果评定为终

点，深化校企合作，让学生尽早融入行业企业。

企业把运营过程中的标准技术流程、接待流程、

新设备、新产品、新品项、新模式等带入并链接

到专业课程，使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标准、与医

学美容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相融合。把推进校企

合作协同育人作为头等抓手，可以解决以往院校

标准与企业标准不平衡的局面，实现了产教深度

融合、校企协同育人[5]。

3  深化产教融合模式探索

通过深化产教融合，遵循共建共享为原则，

探索多种模式的共赢思路，鼓励创新为要义，服

务产业为引领，依托校内技能大师工作室，使其

成为校企多方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重要

平台[6]。以校内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导，建设一

支较为成熟的教学团队，开发适应美容行业发展

需求的新型教材及配套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职

业教育“三教”改革，探索多种产教融合模式，

培养具备卓越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美容从业

人员，为美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

的资源。

3.1  建立校企班  为了充分发挥行业企业技术、物

资和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校企（院）深度合作，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友好协商[7]，就建

立“医学美容技术校企班教学基地”事宜，所需

经费从培养经费中开支[8]。教学基地设在企业，行

政隶属企业，由企业负责教学基地全面工作，教学

基地负责人由企业任命。甲、乙双方从医学美容

技术专业大一学生中遴选40名学生，于第二学年进

入教学基地学习1年，企业提供该班学生学习、实

训、生活设施，第三学年在企业开展专业实习。学

生毕业后，根据学生在各医院的表现和成绩，由

甲、乙双方向各级医疗单位推荐就业。

我校职责：负责指导教学基地报批备案等工

作；指导企业做好主讲教师、辅导教师的聘任工

作；负责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并对企业进行教学

大纲制定、试卷命题等教学业务的指导；负责组

织订购工作，由学生自行向学院中标的教材供应

商采购；负责组织教学基地工作人员学习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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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教育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水平。

企业的职责：负责建立健全教学基地教学、

学生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严格执行，使管理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负责在教学基地设立医学美

容技术教研室，开展各项教研室活动并做好记

录；负责主讲教师、辅导教师聘任工作并做好教

学基地师资管理工作；协助我校制定专业教学计

划，负责专业方向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和试卷的

命题，并在基地开设专业方向课程；协助我校做

好学生的综合测评及奖学助贷等各项工作，为学

生提供良好安全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及时向我校

反映学生、教师对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的意见、

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定期对教学基地

所承担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进行总结并向我校报送

相关材料；企业按照医院相关管理制度指定专人

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确保学生学习期间的人

身、财产安全，发现问题应及时告知我校，以便

双方妥善解决。

3.2  共建职工培育中心  校企双方根据学院教学

和企业生产组织实际情况，按照办学专业和企业

工作岗位技术要求与人员需求规模制定培训方案

和培训内容，由我校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共同组

成专业师资库[9]。我校为企业开展在职员工、带

教师资培训，提升企业职工专业能力和带教师资

的教学水平，双方共同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

学习的时间、内容、人数和要求。互派老师建立

学校及企业的第二课堂，在教学中把“企业大

学”课程引入校企课程中，不定时让“企业大学

教师”（即企业的各岗位高管）现身说法，引入

学习经验、社会经验、营销经验、企业文化等各

种类型课程，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行业发展、

企业动向和自我人生规划；在教学过程中，开展

《礼仪礼姿》《美业服务流程》《商务接待礼

仪》《沟通话术》等课程，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

素养，在每节的理论课中做到自我形象管理，在

每节的实操课中做到标准服务接待礼仪，让个人

素养、服务礼仪意识时时植入，习惯成自然，把

学生打造为拥有高素质、统一化、标准化的美业

人才；在校企授课过程中，根据学生所处的学习

阶段，有目标、有节奏的引入心态课程。例如：

一年级学生对专业学习处于摸索阶段，多进行行

业趣味性教学，引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度；二年

级学生已经成熟，对于专业学习已经进入轨道，

将激励和引导学生对未来职业进行规划，并且进

行角色转换，从学生向企业预备员工转换。培训

师资由我校负责选派，我校负责授课师资的交通

费、住宿费及授课费；企业负责组织企业职工和

带教老师参加，并提供培训所需场地及教学多媒

体设施，另承担培训场地费、设施费、教材费以

及企业职工参加培训产生的费用。企业组织开展

内部员工技术培训时，我校可选派教师参加，我

校老师参加培训产生的费用由我校承担；企业可

根据我校要求，参与我校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等

工作；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经校企双方协商，

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可建立校企人才交流互访相

关制度，互派人员到对方单位开展交流学习；校

企双方经常交流供需信息，做好各项活动后的信

息反馈、建档、宣传报道工作，如遇突发情况，

双方将及时联系并加以解决；校企双方本着互惠

原则，共同开放有关实训室和培训中心，尽力为

合作提供便利，力争取得双赢。

3.3  共建实践育人示范基地  基于人才培养[10]，

本着精诚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校企双方友

好协商，就实践育人示范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相关

共建事宜，共建内容，包括共同开展技能培训、

课程思政、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研

究，完成典型案例汇编；共同开展课程开发、建

设，教材编写等项目，完成课程资源建设；实践

活动：共同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

义、宪法法治、工匠精神、生命教育、红十字精

神等为主题的实践育人活动，实现医学人文、课

程思政与实践教学的贯通培养，凸显实践育人成

果。双方能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接福建

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培养复合型医药卫生与健康服务技术技能人才。

企业是校企合作教学基地、实习基地、创新创

业基地以及依托社区、乡镇等共建的志愿服务基

地等，与我校有共建实践育人示范基地的合作基

础。推行“德技并修、德医交融”的实践育人载

体建设，充分挖掘双方教育资源，发挥实践育人

示范基地在加强人才培养、职业技能训练、创新

创业教育、暑期社会实践、课程思政育人方面引

领作用的课程思政实践育人体系。

整体打造按照企业营运门店风格的现代化培

训实训基地，引入最新的美容仪器，以便学生能

第一时间学习及接触目前市场上正在使用的最新

仪器设备。学校与企业老师成立联合教研组，定

期开展教研活动相互学习，每学期至少有1~2次学

校与企业的老师互动研讨及相互学习，弥补相互

的优、缺点，并相互接收意见，真正做到相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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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根据双方安排，企业安排学校老师到企业旗

下所有公司进行顶岗实践。安排学校老师为“企

业大学培训师”授课，提升“企业大学培训师”

的授课水平。校企融合，建设医学美容技术专业

模范实习基地，确定课程需要的各课程优质师资

力量，配备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制定新的员工

实习流程及岗位安排，合作开发适应当下社会发

展所需的现代化人才培养课程及各种管理制度。

安排企业最优秀的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结对子式的

师徒文化建设，确保有资质的学员都能够在有限

的实习时间到相关岗位进行顶岗实习。共同打造

四师合一的复合型人才（美疗师、护理师、康养

师、光电师），让学生在学校就能真实体验到在

门店的所有操作，实现学生入职高、融入快，减

少到企业适应时间。

3.4  共建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我校为了发挥

行业企业的资源优势，搭建多元化的校企合作平

台，构建创新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本着精诚合

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校企双方友好协商，就

校外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相关共建事

宜，合作开展创新创业资源开发、项目培育、师

生交流、创业咨询等活动，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

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合力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11，12]。

健全实践基地组织机构，不断完善运行保

障，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构建创新型校企协同育

人机制。基于美容专业背景，产学研用结合，合

作开发、开设具有美容行业特点的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含实践课程）。在创新创业方面申报相关

项目、搭建创业孵化基地并举办相关比赛[13]。同

时，可进行导师培训与交流、经验交流会、座谈

会等活动[14]，建立健全学生创业指导服务机制，

面向学生提供就业创业咨询，开展高质量、有针

对性的创新创业培训。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创新人

才新模式，指导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产

品研发，指导学生熟练应用产业前沿的新技能，

对接福建省医药卫生行业与健康服务产业转型升

级需求，结合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将创新创业教

育有机融入专业教育，深入实施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通过丰富的共建活动，培养具有较强创新创

业精神和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但是诸如此

类的双创平台正如赖丽花等[15]、张赛等[16]所述指导

老师缺乏、校企双方合而不融的现象仍然存在。

3.5  服务行业开展技能培训及技能鉴定  培养更

多适合行业、适合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能满足行

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为服务企业和地方社会

发展做贡献[17]。因此，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18]，充分考查考生的理论

基础、皮肤护理、化妆技能、修饰美容等综合能

力，我校依据产业链分工对人才类型、层次、结构

的要求，实行企业招生并委托我校做相关培训。

3.6  校企合作双元教材编写  为集合美容行业、美

容企业等多方优势资源，围绕发展趋势，尤其是

在某个课程及相关领域有一定造诣的人才参与到

教材编写中来[19]，既是满足学生多元化及信息化

学习的需求，也是对接行业标准的重要抓手[20]。

课程《光电美容技术》所涉及的内容应用于医学

美容技术专业的各个岗位，尤其应用在医学美容

机构的医学美容技师、医学美容咨询师等岗位人

群中，主要涉及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是医学美容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各职业岗位应具有的知识

和应具备的主要能力。国内同类课程较少，尤其

是教材的编排与临床实际应用不匹配，在线开放

课程数量少、课时少，国外暂无相关在线开放课

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及知识迁移的能

力要求越来越高[21]，根据学生未来可能从事的医

学美容咨询与沟通、美容医师助手、护理师、生

活美容等岗位的职业能力需求，以培养胜任以上

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联合企业师

资，将“激光美容技术、射频美容技术、超声美

容技术、果酸美容技术、中胚层疗法、注射美容

技术”等课程内容整合为光电美容技术模块、化

学剥脱美容技术模块、中胚层疗法美容技术模

块、注射美容技术模块、皮肤管理综合方案设计

模块五个知识模块，围绕模块建设信息化教学资

源，保障了教学内容及逻辑的实时更新[22]。

3.7  参加产教融合共同体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以下简称“共同体”）是由龙头企业和高水平

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含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

校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牵头，联合行业组织、

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组建的，跨

区域汇聚产教资源，能够有效促进产教布局高度

匹配、服务高效对接、支撑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

合新型组织形态，是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重要

方法[23]。我校积极参与中国美发美容协会产教融

合专委会，成为副主任单位，联合开展人才培

养，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置于首要位置，深入推

进校企协同育人，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但

王博涛等[24]报道所述，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融

合度浅，存在种种问题。依据产业链分工对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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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可实行校企联合招生，开展委托培养、订单

培养和学徒制培养，实施现场美容人才专项培养

计划，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因此，共同体

应构建有效运行的逻辑道的内部治理架构[25]，

实行校企师资互兼互聘，共建共享高水平“双

师型”教师队伍。共同体内企业招工要向共同

体内学校倾斜，加大实习和就业岗位供给。此

外，共同体内学校要开放培训机构和继续教育

机构，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

培训和继续教育。

4  总结

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一方面在国家

办职业教育以来，校企合作一直是最受重视的办

学举措且一直处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但一直流

于形式，浮于表面。深入合作方面，学校主动、

企业被动的局面一直未被打破。另外一方面，由于

行业的特殊性，美容终端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由

于学生、家长对于合作的民营企业不知晓、不认

可，因此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协同育人模式，对学生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

还未见实际效用，目前为止可持续性且有效推行

校企合作的办法不多，困难重重。在研发职业技

能标准和教学资源方面，需凝聚多方优势资源，

加大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的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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