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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周刊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2021年出生人
口数为1062万，出生率为7.52‰，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0.34‰。低生育率已成为影响我国人口结
构失衡的重要因素，将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
重大挑战。0—3岁婴幼儿优质托育服务供给的
稀缺，是有生育需求家庭“不愿生、不敢生”的重
要原因之一。有调查显示，中国 0—3 岁婴幼儿
约4200万，其中约1/3有比较强烈的入托愿望，
而实际入托率仅为5.5％左右。托育服务“一位
难求”的现象较普遍，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

职业教育具有缓解托育服务供需矛盾的使
命和优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第二十一条明确，“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培养托
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方面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教
育一方面可通过人才培养，增加0—3岁婴幼儿保育
和教育人才的市场供给，解决当下托育服务市场专
业人员不足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可依托产教融合
的发展模式，支持指导家庭照护和社区服务，增强家
庭科学育儿能力。职业教育在扩大资源有效供给，
推进托育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助力“幼有所育”
战略目标实现上，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和优势。

职业教育助力“幼有所育”主要有以下几条
实现路径：

一是更新托育质量观，以优质服务争取优
厚待遇。

目前，“托育不专业”已是社会对托育服务
行业的普遍认识和刻板印象。服务观念落后、
托育机构行业准入门槛低、基础设施落后、服务
水平不规范、师资专业性不强等基本质量问题，
阻碍了托育机构精细化、专业化教养服务的发
展。托育服务行业内部也缺少认同感，认为该
职业社会地位低、机构规模小、缺少专业性发展
平台，导致专业人才流动性大、流失率高。要落
实好“幼有所育”战略，留住专业托育人才，职业
教育应引领托育质量观念的转变，帮助市场提
供家庭信赖、价廉质优的服务，打造托育服务良
好的行业生态，增强社会对托育行业的认可。
同时，以优质服务争取优厚待遇，提升托育行业
人员工资待遇，增强托育行业人员自信心和认
同感，吸引和留住更多专业人才。

二是拓宽培养渠道，填补托育服务行业专
业人才缺口。

专业人才是托育服务增量提质的第一资
源。由于托育相关专业开设起步晚、发展滞后，
通过职前培养的托育行业人才严重不足，专业
化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婴幼儿托育行业发展的
瓶颈。目前，托育行业大部分员工的培养依靠
社会招聘，在短期的集中封闭式培训后，再加上
三至六个月的跟岗实习。因此，要充分发挥职
业教育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作用，
针对婴幼儿保教，在中职、高职、高职（本科）积极
开设婴幼儿托育、母婴照护，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管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等专业，形成比较
完备的中高本 0—3 岁婴幼儿托育领域专业体
系。积极探索 3 岁以下托育工作的资格认证考
试和证书制度，构建“书证融通”“课证融通”“赛
证融通”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
对接，满足未来托育师资需求。同时，要发挥继
续教育优势，抓紧研制托育人员培训资质认证
标准和培训质量标准，加强非学历人员的岗前
培训、在职培训，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三是规范课程设置与考核标准，提高托育
从业人员资质。

培养过程课程随意化、实习实训锻炼缺乏、
官方的规范指导和专业引领不足，是托育行业人
才职前培养的主要问题。要充分依托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校企合作平台，精准把握课程内容对
接职业标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的特点，在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上，更加突出托育人才在教育
理念与师德规范、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卫生保
健等方面的知识要求，培养开展生活照护与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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