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行规划

（2023—2027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提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专业化、制度化水平，

明确未来 5 年大赛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大赛规范有

序发展，依据《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章程》等

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大赛是教育部牵头发起、联合 34 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举办的一项公

益性、国际性职业院校师生综合技能竞赛活动，是我国职业教育一项

重大制度设计和创新。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15 届，规模不断扩

大，水平逐年提升，国内外影响力逐步增强，在引领职业教育“三教”

改革、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质量就业、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

广大职教师生展示风采、追梦圆梦的重要舞台和中国职业教育的靓丽

品牌。

近年来，伴随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

展的新阶段。国家战略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也对大赛提出了新的要

求。2020 年，大赛试点改革，在办赛机制、申办主体、经费投入等方

面做出优化调整；2022 年，大赛开设国际赛道暨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但是办赛过程中，仍存在赛项设置覆盖面不够广、头部企业

参与度不够高、部分赛项引领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不力等问题。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大赛迫切需要以规划为牵引，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

标准规则、实施办法。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以提升职业院校师生技术

技能水平、培育工匠精神为宗旨，以解决生产一线实际问题、促进职

业教育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导向，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为牵引，立足国内，放眼世

界，持续提升大赛的质量、成效和品牌影响力，更好服务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

（二）规划目标。通过科学规划、系统推进，到 2027 年，大赛的

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赛事质量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纵向贯通、横

向融通的职业院校竞赛体系基本形成；赛项设置更加合理，实现对

2021 版专业目录中专业大类全覆盖，专业类覆盖率超过 90%；赛项规

程和赛题编制更加科学，与教学和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大赛成果

在教学和生产一线得到广泛应用；对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大赛的社会关注度和

影响力大幅提升，彰显中国职教特色、具备国际水准的技能赛事品牌

得到认可。

（三）基本原则

1.坚持职教特色，育人为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充分考虑大赛的教育教学属性，围绕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

准、真实工作过程任务要求和企业生产现实需要设计比赛，重点考查

和培养选手的职业素养、理论功底、实操能力、创新精神、合作意识，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培养具备行业特质、中国情怀、国际

视野的综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2.坚持以赛促融，以点带面。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适时推出职教本科组比赛，搭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互联的

立交桥；不断优化企业参与机制和形式，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吸引更



多产教融合型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参与大赛，更好发挥企业在

软硬件支持、技术转化、资金捐赠等方面的作用；将新的科技成果和

企业技术融入比赛，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互动，推动职业教育提

档升级。

3.坚持问题导向，健全机制。针对执行中发现的制约大赛高质量

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通过问卷调查、赛后抽查、第三方评估等对赛

事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总结，及时完善相关制度，持续优化体制机制

建设、赛项设置和规程、赛题设计，以改革促发展，不断激发大赛创

新活力。

4.坚持统筹协调，多元参与。坚持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

导、企业支持、社会参与的办赛机制，推动合作办赛、开放办赛。调

动组委会成员单位积极性，提升大赛质量和影响力；扩大赛项执委会、

赛项专家组等团体中的行业组织成员占比，建强专家、裁判、监督仲

裁队伍；完善世校赛的国际组织形式和工作协调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健全赛事体系。构建以校赛为基础、省赛为主体、国赛为

示范、世校赛为牵引，上下衔接、内外贯通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

在标准规则、体制机制、赛项设置、规程赛题、平台设备、组织实施

和奖励政策等方面逐步统一标准。由职业院校定期组织校赛，规范省

赛选手选拔，推动以赛促学、赛教一体。省赛每年举办一次，为国赛

和世校赛选拔参赛选手。国赛每年举办一次，设高职组和中职组，逐

步试点教师组技能比赛和师生同赛项目。世校赛逢双数年份在世界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期间举办，由当年省赛获奖选手、国外院校选拔

赛优胜者及在华留学生代表队等共同参加，比赛项目主要以国赛赛项

库为基础，适度增补，兼顾各国普遍推荐的赛项设置。

（二）优化赛项设置。依据《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综

合考虑专业招生人数、覆盖省份数、开设学校数，兼顾国家战略和重

点行业产业实际需要，确定设赛方向和办赛频次。国赛赛项库总量控



制在 170 个左右，每年国赛赛项数量控制在 120—130 个。赛项库可根

据需要每年一微调，每 5 年一大调。大赛开幕式或闭幕式所在赛区承

办的赛项数量，原则上国赛赛项不超过 30 个，世校赛赛项不超过 20

个。

（三）改进大赛合作机制。构建分层级的大赛合作单位（企业）

制度，设置全球合作伙伴（企业）、战略合作伙伴（企业）、赛项合作

伙伴（企业），合作单位向大赛提供资金支持、设备和物资赞助、技术

服务，大赛给予相应的权益。

（四）建强专家裁判队伍。建立涵盖各类职业院校、行业企业、

科研院所等单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业务精湛、分布合理、知识

结构互补的专家裁判队伍。建好国外专家库，重点扩充熟悉国际技能

标准和世界技能赛事、具有国际大赛工作或执裁经验的专家，兼顾国

外参赛校专家。多维度严格选拔专家、裁判、监督仲裁并完善考核评

价，实行“先培训、后上岗”，制定完善相应的选用、退出和“黑名单”

细则，确保比赛的专业性和公平性。

（五）完善大赛管理平台。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坚持统筹

规划、分步实施、避免重复、即时高效原则，升级改版大赛官网，在

现有信息发布、专家管理、资源共享等功能基础上，增加选手报名、

赛事管理、线上评判与监督、选手风采展示、资源转化、直播互动等

功能模块，构建满足各级赛事需求的一体化比赛管理平台，适时推进

与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链接贯通。

（六）加大品牌宣传。创新媒体宣传渠道和策略，探索建立大赛

融媒体宣传平台，加大对精彩赛事、获奖选手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做

好优秀选手成长成才、大赛成果转化等典型案例总结。加强大赛标识

使用与管理，塑造品牌形象。做好大赛规程标准、比赛设备等优质资

源国际性推介宣传。扩大赛事开放，通过现场观摩等向社会展示比赛

过程，设置面向中小学生的普适性体验赛项。改造、扩建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博物馆，做好档案资料整理、保存和展示。



（七）做好大赛研究和资源转化。依托大赛承办单位和行指委等

组织，持续加强大赛理论和实践研究，探索发布大赛研究和资源建设

类项目，为大赛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深入探索大赛资源转化路径，

推动规程、赛题、资源包等有效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推动围绕赛项

开发系列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设在线精品课程、一体化数字

教学资源库等。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落地落实。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办赛过程中的把关

定向作用，确保办赛过程始终体现党的教育政策主张、体现新发展理

念，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各赛区应提高站位，统一认识，把大赛作为

推动本地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就业创业

的重要手段，各方积极参与，合力办好大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承

办院校作为赛区执委会和赛项执委会第一责任单位，应认真落实大赛

章程和相关制度规定，切实履行各项义务，确保比赛顺利实施。

（二）强化经费投入和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经费管理办法》要求，依法依规筹集、使用和管理大

赛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赛事实施。鼓励建立省级大赛经费

使用管理制度，规范本地区大赛经费管理，省级管理办法不得与国赛

经费管理办法相冲突。各地应持续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加大办赛经费

投入力度；根据教育部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争取当地分

行对大赛的赞助尽快到位。

（三）完善选手奖励政策。探索建立和完善分层分级的大赛获奖

师生奖励制度。鼓励各地协调联合主办单位，借鉴相关做法，在授予

技术能手、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和职业技能等级评定等方面出台相关办

法和举措；完善大赛获奖选手在升学考试、考研等方面的加分或免试

政策；探索大赛获奖师生赴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交流、

学习机制；视情对获奖选手进行现金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