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导三进三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培养康养护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一）成果背景

1.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

延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预计到

2035 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 30%。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使得康养服务需求急剧增长，为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

2. 岗位需求多样

康养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涵盖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

医疗保健、精神文化等全方位的服务。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政服

务等康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和切身利益。

3. 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国家发布的《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

干意见》、《“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等

文件，为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各地政府也出台相

关配套措施，推动康养产业的快速发展。

4.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应用，康养产业在

智能化、信息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各种智能设备在康养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养老服务。



综上所述，康养产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卓越、技术精湛的复合型

人才，包括具备丰富医疗实践经验的护理人员、熟练运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服务人员、康养机构的管理人员、从事健康

教育的师资培训人员等。

（二）主要问题

面对康养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显

露出其局限性。如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中对学生综合素养能力的培养不

够、不能满足康养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课程体系维度单一，缺

乏足够的实习实训基地和真实项目操作机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不

够，不能满足康养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校企合作项目赋能不

足，对学生岗位胜任力培养不够，不能满足康养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

（三）成果形成及实践过程

为解决以上问题，为康养产业提供精准人才供给，本成果在 2018

年省教学成果《高等职业教育策略型护理技能教学体系的研究》基础

上，对接产业需求，反复调研论证，创新“三导三进三融合”协同育

人培养模式，坚持职业精神、执业能力、社会适应为导向，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坚持进医院、进社区、进养老托育机构，构建多元化教学

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深入实施专业交叉融合、岗位育训融合、

校企产教融合，拓展多渠道协同育人途径，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全

方位培育康养护人才。

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开展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文化

育人、环境育人、心理育人等工作，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康养护

高素质人才；通过专业群建设，实现专业交叉融合，融通“岗课赛证”，

创建“5+XY”课程教学体系，搭建校内外多元化实践平台，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康养护技术技能人才；通过建设康养产业学院、绥化

市域产教联合体等，校政企行研协调联动，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培

养康养护复合型人才。

图 1 “三导三进三融合”协同育人模式

经过 6年实践与完善，培养模式日渐成熟。培养康养护人才 1.5

万人，就业率 95%以上，执护考试通过率 93%以上。学生在省级以上

技能大赛获奖 41 项。用人单位满意度 99%以上。国际合作培养 447

人。获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 1 个，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省级在线精品课 2 门，一流核心课程 1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

范课 6 门，优秀教学案例 4 个。建成国家级、省级基地 24 个，助力

龙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1. 建立“六位一体”的育人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康

养护高素质人才

课程育人：制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利用“云、网、端”

实现课程思政智能化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匠精神等融入

人才培养全周期。

实践育人：科学设计校内校外各项实践活动，提升专业素质；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南丁格尔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提升综

合素养。

管理育人：建设智慧校园，出台校系两级管理制度，从教学、

学生、安全、站室坊管理等多方面搭建科学全面的育人管理平台。

文化育人：实施“天使校园文化建设”工程；每年举办 5·12

护士节活动，聘请行企专家入校讲座，邀请优秀校友分享成长经历。

环境育人：依托学校红色精神教育基地（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于维汉纪念馆、校史馆）、劳动教育基地（百草园）、生命

教育基地（生命科学馆）等基地，发挥思政教育阵地的协同育人效果。

心理育人：依托龙江心理康养护教育咨询培训中心，开展新生

心理健康情况评估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2. 创建“5+XY”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康养护技术

技能人才

打造“金专”：组建由护理（含特色培养）、助产、老年保健

与管理等专业组成的省级康养康育专业群。

图 2 康养康育专业群组群逻辑



建设“金课”：融通“岗课赛证”，创建“5+XY”课程体系。

根据康养产业岗位需求，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建设理论、实践“金课”

“金教材”。“5”即五个模块：公共基础、专业支撑、专业技术、

专业拓展及临床实践。“X”是特色岗位培养，即老年护理、口腔护

理、涉外护理、精神科护理等；“Y”是适应不同生源结构的特色线

上线下混合式创新课程：《医学基础与临床》《基础护理核心技能》

《临床护理综合实训》等。建立综合评价机制，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

科学评价。

图 3 “5+XY”课程体系

图 4 综合评价机制



建设“金基地”：建设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老年护理实训

中心）、省级母婴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 24个实践“金基地”，校外

与医院、康养机构合作，共同打造校内外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校内

开展“一口清、一手精”技能实训、虚拟仿真、OSCE 等实践训练；

校外完成岗位体验、晨晚间护理、健康管理、养老照护、临床实习等

实践活动，全程化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图 5 校内校外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

以赛促学：举办、参与各类职业技能、创新创业等竞赛，提升

学生学习内驱力、实践力和创新力。

书证融通：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的“多证融通”，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与北京协和及深圳罗湖医院、哈尔滨森海

医养中心等实行定向实习、订单式培养；与俄罗斯、韩国等开展合作

办学，输送学生到澳、日、新、沙等国家工作，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

助力学生学历进阶：牵头制定省《护理专业“3+2”贯通培养

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省级 A 类《老年保健与管理》学分认定和转

换细则；深化护理、助产专业中高职、高本贯通人才培养；积极承办

职教高考，搭建专业群人才成长“立交桥”。



打造“金师”：组建一支“名师引领、名匠示范、双师多能”

的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金师”），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

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推动创新发展：设立科研项目、搭建创新平台、积极探索知识

产权转化，激发师生的创新潜能。

3. 构建校政企行研协同育人新格局，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培

养康养护复合型人才

建设黑龙江现代康养产业学院；建设绥化市域产教联合体；与道

里区抚顺街道开展党建联建共建工作；与牡丹江医科大学等高校联合

开展科研合作；建立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站室坊”产教融合

纽带；构建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的“五联”（即校政企行研）“五共”

（即共情、共建、共研、共享、共赢）育人新格局，提升学生岗位胜

任力，培养符合康养产业多岗位群需求的康养护复合型人才。

图 6 校政企行研“五联五共”育人新格局



三、创新与特点

坚持以生为本，创新理念，对接康养产业需求，实施“三导三进

三融合”协同育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实践能力、岗位胜任力，提

高康养护人才培育质量。

1. 价值引领、方法创新，构建“六位一体”的育人体系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职业精神、执业能力、社会适应为导

向，注重价值引领和学生素质培养，通过开展课程育人、实践育人、

管理育人、文化育人、环境育人、心理育人六项工作建立“六位一体”

的育人体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康养护高素质人才。

2. 突破壁垒、模块创新，创建“5+XY”课程体系

建设省级康养康育专业群，实现专业交叉融合。在专业群建设基

础上，融通“岗课赛证”，创新建立“5+XY”课程体系，搭建校内外

多元化实践训练平台，建立综合评价机制，科学评价学生学习成效。

培养康养护技术技能人才。

建设 10 门以上专业技术课程及配套资源，达到省级精品开放共

享课程标准。建设教学资源库、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优质教材、一流

核心课程、开放性康养产教融合实训中心等资源，均已达到省级以上

标准，为培养康养护人才提供资源保障。

3. 交叉赋能、路径创新，构筑校政企行研“五联五共”协同育

人新格局

深化产教融合，建设省级现代康养产业学院；紧密对接区域龙头

企业（绥化万康医养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绥化市域产教联合体；

联合牡丹江医科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科研合作；构筑校政企行研“五

联五共”育人新格局，实现横向校企、纵向校校的交叉赋能。与深圳

罗湖医院、北京协和、哈尔滨森海医养中心等开展订单式及定向培养，



建立站室坊，融入康养行业最新技术和标准，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

培养康养护复合型人才。

4. 文化浸润、服务创新，拓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新途径

发挥学校师资雄厚、专业资源丰富优势，依托黑龙江省青少年公

益活动研学实践基地项目，组织师生在望奎县莲花镇中心小学等地开

展五育教育精准帮扶工作，持续提升帮扶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依托学

校百草园政产学研用基地项目建设，宣传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根据国家“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精神，深入抚远、

黑河等边陲地区开展文化边疆行、健康边疆行、培训边疆行等活动，

助力边疆地区卫生文教事业发展。

四、推广及应用效果

1.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对接岗位需求，多样化康养护人才脱颖

而出

经过 6年实践应用，培养康养护人才 1.5 万人，执护考试通过率

93%以上，就业率 95%以上，就业岗位包括医院、康养中心等。用人

单位满意度 99%以上。国际化人才培养，与澳、韩、俄、日联合培养

447 人，200 多人国际就业。1+X 证书通过率 100%。学生在省级以上

技能大赛获奖 41项。建设国家级、省级各类基地 24个。

学校建有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于维汉纪念馆）1个，现

有省级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 6 个，课程思政优秀案

例 4 个，省级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名师 1 人。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

2. 以教学质量提升为基础，多措并举，“五金”建设成效显著

金专：护理专业为国家级骨干专业、省级“双高”建设专业。

金课：黑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6门，校级在线开放



课程百余门，省级精品课 2门。黑龙江省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 1 门。

金师：省级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名师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第

三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个。国家级、省级大赛教师

获奖 20人，国家级、省级学生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12人。

金地：国家级基地 14个，省级基地 10个。

金材：主编、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20余部。获省级奖励 1 本。主

持省级教改课题 22项，发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论文 50余篇，SCI 5

篇，专利 3项。

3. 以资源共享为媒介，助力省内外职业院校发展，示范引领作

用凸显

本成果提出的康养护人才育人模式和相关教改措施先后在省内外

十余所中高职院校应用，效果良好。充分发挥在省护理职教联盟、省

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发展促进会、省卫生健康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中的龙头优势，引领省内护理职业教育发展与高质量人才培养。培

训省级骨干教师 800 余人，落实国家青年教师企业实践项目 78 人，

接受全国教师进修 50余人。

4. 服务社会，获得各界广泛好评，媒体关注反响强烈

连续三年为黑龙江森林武警消防总队队员 80 人次进行培训、五

年完成黑龙江省教育厅素质提高计划医药卫生类中高职教师 766 人

次培训、执业医师等各类培训任务 3958 人。开展送教下乡活动，承

办省级以上各类大赛及执业医师考试等。与北安市合作开展《校市共

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试验区》项目；开展“边疆行”系列活动，

为提升人民福祉作出积极努力。2024 年 6 月获批成立中国南丁格尔

志愿护理服务总队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志愿护理服务队。

《新华网》、《人民网》、新闻夜航、哈尔滨新闻、新晚报等



10 余家媒体多次对我校育人成效典型做法给予相关报道。

综上，本成果在实践过程中虽卓有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我们将紧跟康养产业发展，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深度合作，提

升学校在康养产业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为康养产业培养更多的高素

质人才，为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图 7 成果成效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