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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ＱＰ 柩杂评恭 员人才培养课程体糸 构走的採讨

张晓菊

（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 ０ ６６３
）

［摘 要 ］ 本文参考美 国 叩Ｐ学历框架 ，
结合评茶员 国家职业标准的基本要求 ， 以及当今市场对评茶 员专业人才 的需求分析 ，

构 建了 新时代转型升级背景下评茶员人 才培养 的课程体 系 ， 对课程实施和运用进行了 实例论证 ， 同 时对该体系 的实施提 出

了建议
，
这对同类型专业人才体系的构建有

一

定 的借鉴 。

［ 关键词 ］
ＤＱＰ 框架 评茶员 人才培养 构建

１ 引言

在新时代茶产业转型升级 的浪潮 中 ， 伴随
“

互联

网 ＋

”

时代的全面普及 ，

“

评茶 员
”

这一职业
， 在人

才的培养和建设中也在发生着很大的 变化 。 这就要求

我们结合评茶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基本要求 ， 参考美国

ＤＱＰ 学历框架 ， 对照 当今市场对
“

评茶 员
”

人才 的需

求进行分析 ， 构建适合我国 当今潮流 的新时代评茶员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 要通过市场调研 ， 进行具体可行

性分析 ， 同 时给予同类专业人才 的课程体系提供参考

借鉴 。

２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

评茶员属于应用型人才 ， 要结合茶叶生产和使用 、

利用科学原理和新知识对茶叶生产加工和鉴定进行

客观分析 ，
从而给出合理的建议或指导 ， 为社会创造

直接利益 ， 促进茶产业的健康可持续生产 。 这对我们

在专业知识 、 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等方面都有
一定的

要求 。 评茶员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 ，

一

是应具有

应用型人才需具备 的 以上三方面要求 ，
二是要在

“

广

泛和融合的知识
”

、

“

公民和全球学 习
”

等方向 有更

深入 的造诣 ， 在人 才课程体系构建 中
，
应紧密 围 绕

人才培养 目标 、 职业特色 、 社会发展需求 、 新技术 、

表 １驢分类等级知识 、 技能结构 （举例 ）

培养目标 初级

评茶员

中级

评茶员

高级

评茶员

评茶师 高级

评茶师

职ｉｉｍ德 职业道徳基本知识 、 职业守则

基础知识 麵 本职基础

知识

本职基础

知识

基础和加
工相关知

识

茶学相关

知识

茶学理论

基础知识

应用 指导下的

应用

指导下的

判断和应

用

判断和应

用

判断 、 探

究 、 应用

综合判

断 、 探究 、

应用

工作要求 阶段式单

職能

单顼式技

能

多顶式技

能

单顶式探

究技能

多程式探

究技能

新工艺的创新和研究等内容 。

截至 目前 ， 我国评茶员职业技能鉴定和考核依然

采用传统的理论考核 、 实操技能等形式开展 。 具体分

为
“

职业道德
”

、

“

基础知识
”

、

“

工作要求
”

三个

模块 ， 这与我国评茶 员职业标准是
一致的 。

３ 建设职业资格框架的意义

伴随茶产业的迅速发展 ， 茶叶生产 力 的不断提高 ，

评茶员 的职业要求 内容越来越多 ， 标准越来越严格 。

面对激烈的茶产业竞争和多样化的茶产品市场 ， 传统

的评茶员人才培养课程体 系 已逐渐不能适应 。 统一

的 、 标准化的 、 可视化的 、 可量化的 、 技术工艺创新

研究型的 、 新 的课程体系 的创新和构建必须尽快提升

曰程 。

美国ＤＱＰ（
ＤｅｇｒｅｅＱｕａ ｌ ｉ ｆｉ ｃａｔｉ ｏｎｓＰｒｏｆｉ ｌ ｅ ）

标准 ，
确定学习者的五大学 习领域

（
专业知识 、 广泛

和融合的知识 、 智力技能 、 应用和协作学习 、 公 民和

全球学 习 ） 的预期学 习成果 ，
以此来体现对学 习者 的

职业能 力 、 方法能 力 、 社会能力 及专业核心领域知识

的融合与应用能力 等方面 的要求 。 参考美国 ＤＱ Ｐ 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
， 因地制 宜 ， 构建出 适合我国评茶 员特

色 的人 才培养体系 ；
利用各领域的比分值 ，

制定可量

化的
“

蛛状 － 雷达 图
”

；
通过具体领域的考核和评判 ，

得到每
一位评茶员在其考核期间 的具体的 、 可视化 、

可量化 的考评结果 ，
从而为企业单位选择人才提供可

靠依据 ，
为评茶员 的个人发展提供方向 。

４ 评茶员职业资格框架分析

构建评茶 员人 才培养课程体系 以预期学 习成果

（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ｅａ ｒｎ ｉ 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 ｓ ） 来界定教学 内容 。

学 习 成果是学 习 者完成学 习应具备 的工作能 力 ， 以

２ １



应用技术

客观的标准来评定 ， 选择与能力 相匹配的评估手段 ，

评估其总体表现 ， 形成有助于改进学 习成效的评估 ，

参考美 国 ＤＱ Ｐ 标准
，
在各领域 中 引入

“

职业预期 学习

成果
”

（ Ｐｒｏｇｒ ａｍＯ ｕｔ ｃｏｍｅ ． 以 下简称 ＰＯ Ｃ
）
来进行

描述 。

表 ２ 我国职业标准能力需求与预期学习成果 ＰＯＣ 模块的对应

我国职业标准能力需求 对应预期学习成果 ＰＯＣ

职业道德 专门知识 （

Ｓ
ｐｅ ｃ ｉａ ｌ

ｉｚｅ 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
ｇ
ｅ

）ＰＯＣ １

基础知识 （理解 ）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
Ｂ ｒ ｏａｄ ａｎ ｄＩ ｎｔｅ ｇ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ｅ ）Ｐ０Ｃ ２

基础知识 （应用 ） 智力技能 （
丨

１＾６ 丨 丨

６（ ：
１
； １＾

丨

５
１

＜
丨 丨 丨

５
）

？０£ ３

工作要求 应用和协作学习 （
Ａｐ ｐ ｌ ｉｅｄ ａｎｄ Ｃ ｏ ｌ ｌ ａｂｏ ｒ ａ ｔ ｉｖ ｅ

Ｌｅ ａ ｒｎ ｉ ｎｇ ）Ｐ０Ｃ４

公民和全球学习 （
Ｃ ｉｖ ｉｃ ａｎ ｄ

Ｇ
ｌ

ｏｂａ ｌ
Ｌｅ ａｒ ｎ ｉ ｎｇ ）

Ｐ０Ｃ ５

如上表所示
，
我国职业标准能力 模块中 的

“

职业

道德
”

对应预期学 习成果 的 Ｐ０Ｃ １ 专 门知 识
，
基础知

识 （ 理解 ） 中 的通用基础 ， 如评茶室的要求 、 六大茶

的 审评标准 、 审评器具与操作知识等也属于预期学习

成果 Ｐ０Ｃ
“

专 门知识
”

。

基础知识 （
理解 ） 中 的专业核心知识 ， 如不同级

别的评茶员所应掌握 的茶叶基 础知识程度 、 茶叶加工

知识程度 、 茶叶生化知识程度 以及对应的茶品质表现

程度等对应 Ｐ０Ｃ２
“

广泛和融合的 知识
”

。

基础知识 （应 用 ） 对应 Ｐ０Ｃ ３
“

智力 技能
”

，
通过

解析探究 、 资源信息利用 、 多观点辨析 、 伦理判断 、

定量表达 、 沟通技巧和创新思维等方面去思考 ， 判 断

学 习者在茶叶评审 中是指导下的应用 、 判断 、 应 用 ，

还是独立的 判断 、 探究 、 应用 ， 亦或是综合的判断 、

探究和应用 。 从而对其进行可量化 的表达和分析 。

在工作要 求方面 ， 预期学 习成果 Ｐ０Ｃ 将其分解为

Ｐ０Ｃ４
“

应用 和协作学 习
”

、 Ｐ０Ｃ５
“

公 民和全球学习
”

两个模块。 对应 Ｐ０Ｃ４ ， 我们 可 以通过正确开展或参

与茶叶审评 、 辨识实际生活中 的特殊茶样 、 了 解与茶

叶审评品质有关的新工艺 、 学 习与茶叶审评品质相关

的新仪器新设备 、 运用 创 新思维探索茶 叶 审评新技

术等方面进行衡量 。 对应 Ｐ０Ｃ５ ， 则通过学 习 者对 国

内外评茶室的研究与分析 、 茶叶审评新技术的探讨 、

国 内外茶叶审评新设备的使用 、 茶叶审评技术的推广

等方面来体现 。

５ 预期学习成果蛛状 图

预期学 习成果 Ｐ ０Ｃ
“

蛛状图
”

不仅准确而直观的

描述评茶 员学 习者 的考评测试成绩
，

还可通过 图标对

学 习者所掌 握的茶叶 审评理论知识 、 知识技能 、 工作

能力等方面进行准确识别和分析 。 为学 习者指导学 习

方向 ， 用人单位提供参考借鉴 。 以高级评茶师 为例 ，

如表 ３ 所示 。

表 ３ 高级评茶师职业资格知识 、 技能结构比重举例 （％ ）

等级命题 等级要求 命题所占比重

理论知识要求 茶学相关知识 ２ ０％

理论应用要求 相关综合判断 ３ ０％

技术技能要求 高级技术技能 ３ ０％

探究能力要求 综合分析技术评价 ２ ０％

合 计 １ ００％

参考现有的高级评茶师试卷 、 试题命题 中理论知

识 、 理论应用 、 技术技能要求 、 探究能力 要求等四个

模块所 占 比重 ，
结合高级评茶师的理论测试 、 实训考

核 、 实验 ／ 论文研究 、 成果 展示与探讨等方面的综合

考核 ， 拟定学习 成果 Ｐ０Ｃ 的预期分值与 比例 ，
如表 ４

所示 。

表 ４ 设定学习成果 ＰＯＣ 的预期分值及比例

学习领域 对应考核 ／ 考试模块 拟定比例

（％）

１
Ｐ０Ｃ １

： 专门知识 理论知识 １ ０

２ Ｐ０Ｃ２ ：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理论知识 ２ ０

３ ＰＯＣ ３ ： 智力技能 理论应用 、 技术技能 ３ ５

４ Ｐ０Ｃ４
： 应用和协作学习 技术技能 、 探究能力 ２ ５

５ Ｐ０Ｃ ５ ： 公民和全球学习 理论应用 、 探究能力 １ ０

总分值 １ ００

用直观 的
“

蛛状 图
”

来描述 。

图 １ 五大学 习 领域预期学 习成果分布图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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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预期学习 成果具体描述

以高级评茶师中的 Ｐ０Ｃ１ 至 Ｐ０Ｃ３ 为例
， 拟定学期

学 习成果 。

（
１

） 学 习领域
一 专业知识

在专业知识 （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ｉ ｚｅｄ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应该能够达到 ：

Ｐ０Ｃ １ ． １ 用茶叶的优质原理 ， 准确 的描述茶品 的

物质基础 ， 并提供至少一种茶叶的物质基础 （如茶多

酚 、 咖啡碱 、 茶氨酸等 ） 在其它领域中 的发展和运用 。

Ｐ０Ｃ１ ． ２ 用茶叶的优质原理 ，
正确 判断优质茶叶

在栽培 、 加工 中遇到 的 问题 ， 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

Ｐ０Ｃ１ ．
３ 基本无差错的识别 六大茶类外形 、 内质

形成的原 因 ， 并挑选合理的审评场地 、 审评设备 、 审

评方式 。

（ ２ ） 学 习领域二 广泛和融合的知识

在 广 泛 和 融 合 （
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Ｉ ｎｔｅｇｒ ａｔ ｉｖｅ

Ｋ 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
的知识方面 ， 高级评茶 师应该能够达到 ：

Ｐ０Ｃ２ ． １ 描述所学习 的每
一项核心领域 （如 ： 茶

栽培 、 茶加工 、 茶生化 、 茶品质等领域
）
的现有知识 ，

并将其与实际工作结合 ，
进行验证或修订 。 如乌 龙茶

的遮荫处理 、 绿茶杀青初温提升处理等 。

Ｐ０Ｃ２ ． ２ 就所学习 的每
一

项核心领域描述
一

个关

键性 的争议 问题 ， 给出 科学合理的见解 。 并将该领域

的概念或技能合理的植入实际工作中 ， 为 当今茶叶评

审工作提出新的建议或方案 。 如 咖啡测温手冲壶的使

用 、 老茶煎煮或新鲜茶冷泡等 。

Ｐ０Ｃ２ ． ３ 在实施分析性 、 实操性 的茶叶审评中 ，

使用所学 习 的 多项核心领域 （
如茶栽培 、 茶加工 、 茶

生化 、 茶品质等 ） 的公认方法 ， 完成茶叶 的评审工作 ，

进行品质优劣 的分析 ，
提出 科学合理的 建议 。

Ｐ０Ｃ２ ． ４ 正确认知茶叶在科学 、 社会 、 人类服务 、

经济或科技 中 的现状和 问题 （
如食 品安全 、 商品属性 、

茶叶经济 、 茶叶
“
一

带
一

路
”

等 ） ， 结合 自 身工作 ，

阐述如何身体力行 。

（ ３ ） 学 习领域三 智 力 技能

在智力技能 （
Ｉ ｎｔｅ ｌ ｌ ｅｃｔｕａ ｌＳｋｉ ｌ ｌ ｓ ） 的知识方面 ，

我们可 以从解析探究 、 资源信息利用 、 多观点辨析 、

伦理判断 、 定量表达 、 沟通技巧和创新思维等方面对

评茶员进行评判 。

Ｐ０Ｃ３ ． １在解析探究 （
Ａｎ ａ ｌ ｙｔ ｉ ｃＩ ｎｑｕ ｉ ｒｙ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在 自 己 的学习 领域提 出 并界定
一

个 问

题 （ 茶叶拼配 、 新时代 的茶叶物流 、 茶产品营销等 ） ，

并能厘清涉及该 问题的各种概念 、 理论及其解决 方法 。

Ｐ０Ｃ３ ． ２在利用信息资源 （ Ｕ ｓｅｏｆＩ 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通过多种资 源进

行辩识 、 分类 、 评估和 引 用 ， 来作出 在某
一

个领域 （ 茶

叶加工机械 、 茶叶加工方法 、 茶叶加工场地 、 茶叶仓

储空间设计等 ）
的一般性课题上 的专利 、 项 目 或论文 。

Ｐ０Ｃ３ ．
３在 了 解多种观点 （ Ｅｎ ｇａｇ ｉ ｎｇＤ ｉ ｖｅｒｓｅ

Ｐｅｒｓ ｐｅｃｔ ｉ ｖｅ ｓ ） 方面 ， 高级评茶 师 能够 ： 描述来 自

不 同国 家的茶叶品质诉求 ， 以及茶叶在政治 、 社会 、

艺术和国际关系 中 突出 问题的理解 （
如 ： 茶叶表现形

态 、

“
一

带一路
”

茶产业发展 、 各国茶叶保护制度 、

各国茶叶安检标准 、 各地饮茶习俗等 ） ； 对于现有评

茶标准或评茶观点在社会 、 文化 、 政治或国 际关系方

面等问 题进行根源上的探讨 ， 做 出描述 、 解释和评估 ，

并与其它标准或观点进行比较 ；

Ｐ０Ｃ３
． ４在伦理判 断 （ Ｅｔ ｈ ｉ ｃａ ｌＲｅａ ｓｏｎ ｉ ｎｇ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 ： 描述茶叶与政治 、 经济 、 医疗 、 技

术等方面突出 问题 （ 如 ： 客来敬茶 、 茶叶安全 、 茶叶

养生与保健等 ） 中 的伦理道德 问题 ， 并说 明这些伦理

道德原则是如 何影 响这些 问题的决策 ；

Ｐ０Ｃ３ ． ５ ． 在定量表达 （ Ｑｕａ ｎｔｉ ｔａｔ ｉ ｖ ｅＦ ｌ ｕｅ ｎｃｙ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 ： 对于经济上 、 健康上或技

术上 的 问题
（
如 ： 各茶类产 量与产值 、 茶叶有益物

质成分及作 用体现 、 茶氨酸 的提取与使 用等 ） ，
对

其 中使 用到 的量化信息 （ 即数字 ） 进行准确的诠释 ；

并能够介绍如何在论述时有效地利用量化信息 （数字

与符号 ）
；
创建并解释跟茶叶相关的关于趋势 、 关联

或状态变化的图表与其他视像表述 。

Ｐ０Ｃ３ ． ６在沟通技巧 （
Ｃｏｒｎｎｕｎ ｌｃ ａｔ ｌ ｖｅＦ ｌ ｕｅｎｃｙ ）

方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 ： 正确书写茶叶审评过程 中 的

遇到的 问题和解决办法 ； 准确阐述茶叶品质特性并对

其加工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 ；
就某

一

具体工作任务的

行动计划进行商谈 （ 如 ： 茶叶收购 、 茶叶拼配等 ）
，

并对商谈结果进行 口头 的或书面性的总结 ；
准确使用

一

门外语进行 曰 常基本 的审评交流工作 ， 基本能够阅

读并理解所学领域的外文资料 。

Ｐ０Ｃ３ ． ７在创新思维 （
Ｉ ｎｎｏｖ ａｔｉｖｅＴ ｈ ｉ ｎｋｉ ｎｇ ）

方

面 ，
高级评茶师能够 ： 就国 内外的创新型茶叶评审方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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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或 审评设备 ，
分析或 阐述该方案或设备 中涉及的创

新特征及关键要素 ， 并给 出 自 己 的评判
；
运用

一

个或

多个领域的知识与技能 （如 ： 手冲咖啡 、 花式调酒 、

奶茶调配等 ） ，
就社会 、 经济 、 技术 、 文化等领域的

某
一 方面的实践活动

，
或提 出疑 问 ， 或指 出其存在的

问题 ， 或提 出
一

个新思路 、 新方法 。

７ 实例分析

以某学 习者 的学 习成果 ＰＯＣ 测试分值 为例进行分

表 ５ 设定某学习者的学习成果 ＰＯＣ 测试分值

学习领域 拟定分值 实际分值

测评分 实际得分 测评分 实际得分
１ Ｐ０Ｃ１

： 专

门知识

１ ００ １ ０ ８８ ８
．

８

２ Ｐ０Ｃ２ ： 广

泛和融合的

知识

１００ ２０ ９ ８ １ ９ ． ６

３ Ｐ０Ｃ ３ ： 智

力技能

１ ００ ４０ ７６ ３ ０ ． ４

４ Ｐ０Ｃ ４ ： 应

用和协作学

习

１ ００ ２ ５ ９ ７ ２ ４ ． ２ ５

５ ＲＤＣ ５
： 公

民和全球学

习

１ ００ ５ ７６ ３ ． ８

总分值 １ ０ ０ ８ ６ ．８ ５

公民蒺养和全球

学习

Ｃ ｉ

ｖ
ｉ

ｃａｎｄＧ ｌ

ｏｂａ ｌ

Ｌｅ ａｒ ｎ ｉ ｎ
ｇ

专业知识

Ｓ
ｐ
ｅｃ ｉ ａ ｌ

ｉ

ｚｅｄ

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

４０

２ ０

应用 和协作学 习

Ａ
ｐ ｐ

ｌ

ｉ

ｅｄ ａ ｎｄ

Ｃｏ
ｌ ｌ

ａ ｂｏｒａ ｔ
ｉ
ｖｅ

Ｌｅ ａｒｎ
ｉ
ｎ
ｇ

广泛和融
■的知

识

Ｂｒｏａ ｄ ａ ｎ ｄ

Ｉ ｎ ｔ ｅ
ｇ

ｒａ ｔ
ｉｖ ｅ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

智力技能
＇

Ｉ ｎ ｔｅ
ｌ ｌ

ｅｃ
ｔ
ｕａ

ｌＳ ｋ ｉ ｌ ｌ

ｓ

析 ， 如表 ５ 和 图 ２ 所示 。

图 ２ 某位学 习者五大学 习领域学 习成果分布图

该学 习 者五大学 习领域的实际得分均合格 ， 对

比
“

图 １ 六大学 习 领域预期学 习 成果分布 图
”

，

可 以直观 的 发现该学 习 者在 Ｐ０Ｃ３
“

智 力 技 能
”

、

Ｐ０Ｃ５
“

公 民 和 全球 学 习
”

两个模块 明 显不 足 。 以

Ｐ０Ｃ３
“

智 力 技能
”

为 例 ，
结 合

“

预 期学 习 成 果描

述
”

所 列 的Ｐ ０Ｃ３ ． １ 、 Ｐ ０Ｃ３ ． ２ 、 Ｐ ０Ｃ３ ． ３ 、 Ｐ ０Ｃ３ ． ４ 、

表 ６ 设定某学习者的学习成果 ＴＯＣ ２ 测试分值

学习领域 拟定分值

测评分 实际得分
１ Ｐ０Ｃ ３ ．１ ： 解析

探究 （
Ａ ｎａ ｌ ｙ ｔ ｉｃ

Ｉ ｎ ｑｕ ｉ ｒ ｙ
）

１ ０ ８

２ ＰＯＣ ３
．

２
： 资源

信息利用 （
Ｕｓｅ

ｏｆ Ｉ

ｎ 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Ｒ ｅ ｓｏｕ ｒｃ ｅｓ
）

１ ０ ９

３ ＰＯＣ３ ． ３ ： 多观点

辨析 （
Ｅ ｎｇａｇ ｉ ｎｇ

Ｄ ｉｖｅｒ ｓｅ

Ｐｅ ｒ 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ｓ
）

２ ５ １ ８

４ ＰＯＣ ３
．

４
： 伦理

判断 （
Ｅｔｈ ｉ ｃａ ｌ

Ｒｅａｓｏ ｎｉ ｎｇ ）

１ ０
１
０

５ ＰＯＣ３ ．５ ： 定量表

达 （Ｑｕ ａ ｎｔ ｉｔａ ｔ ｉｖ ｅ

Ｆ ｌｕ ｅ ｎｃ ｙ ）

２ ０ １ ０

６ ＰＯＣ ３ ．６
：

沟通技巧

（
Ｃｏ ｍｍｕ ｎ ｉ ｃａｔ ｉ ｖｅ

Ｆ ｌ

ｕｅ ｎｃ
ｙ ）

１ ５ １ ２

７ ＰＯＣ ３ ． ７ ： 创新思

维 （
Ｉ ｎｎ ｏｖａ ｔ ｉ ｖｅ

Ｔｈ ｉ ｎｋ ｉ ｎｇ）

１ ０ ９

总分值 １ ００ ７６

公 Ｒｔ养和 全球

学习

Ｃ ｉ ｖ ｉ

ｃａ ｎ ｄＧ ｌ

ｏｂａ ｌ

Ｌｅ ａ ｒｎ ｉ ｎ
ｇ

应用 和协作学 习

Ａ
ｐ ｐ ｌ

ｉｅｄ 
ａ ｎｄ

Ｃｏ ｌ ｌ ａ ｂｏｒ ａｔ ｉｖｅ

Ｌｅ ａ ｒｎ
ｉ ｎ ｇ

专业知识

Ｓ
ｐ
ｅｃ ｉ ａ ｌ ｉｚ ｅｄ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４ ０

３０． ４

广泛 和融介的知

识

Ｂ ｒｏａ ｄ 
ａ ｎｄ

Ｉ ｎ ｔｅ
ｇ

ｒａ ｔｉ ｖｅ

Ｋｎ ｏｗ ｌ ｅｄｇ
ｅ

智力技能
Ｉ ｎｔｅ ｌ ｌ ｅ ｃｔ ｕａ ｌＳｋ ｉ ｌ ｌ ｓ

Ｐ０Ｃ３ ． ５ 、 Ｐ０Ｃ３ ． ６ 、 Ｐ ０Ｃ３ ． ７ 等板块进行分析 。

图 ３ 该学 习者 Ｐ０Ｃ３ 学习 成果分布图

从表 ６ 和 图 ３ 的展示中 ，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该

学 习者在 Ｐ０Ｃ３
“

智 力 技 能
”

方面的七个板块 的掌握

程度
，
得 出

，
该学 习 着 基本合格 ， 但其

“

Ｐ０Ｃ３ ． ５ 定

量表达
”

方面较为 薄弱 ， 其次是
“

Ｐ０Ｃ３ ． ３ 多观点辨析
”

和
“

Ｐ０Ｃ３ ． ６ 沟通技巧
”

两个板块等 。 表现最好的是
“

Ｐ０Ｃ３ ． ２ 资 源信息 利用
”

、

“

Ｐ０Ｃ３ ． ４ 伦理判 断
”

和
“

Ｐ０Ｃ ３ ． ７ 创 新思维
”

等板块
，
该学 习 者更适合创新型 、

拓展型的公司 。

８ 实施建议

（ １
）
完善的人 才培养体系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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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完善的 人才培养体 系 。

知识的 主要来源是理论教学 ， 能力 的培养主要靠实操

训练
，

人才培养体 系的 设立不仅要有完善的 知识结构

体系 ，
也需要 有完善的 能力 培养体 系 。

理论与实训 并

举
， 用 理论知识构建实训框架 ， 用实训技能验证理论

知识 。 从而培养学习者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 ２ ） 合理的课程整体设计

无流程不成专业 ，
无计划不成优化 。 我们要客观

分析
，
把握现状 ，

明确评茶员技能人才的培养 目 标 ，

做好合理的课程整体设计 。 课程设计 的 内容应该应以

评茶 员人才培养五大学 习领域的成果为指导 ， 结合课

程在五大领域 中的具体分布来体现 。 认真分析提炼 ，

准确定位课程的教学模块与五大领域 的学 习成果 ， 找

出 关联度 ，
并 对关联度进行学 习成果 的提炼与归纳 。

分析学 习成果是如何通过教和学达到 的 ， 以及如何对

学生的学习 进行评价 ， 这些都是整体设计必须具备的

内 容 。 如果说完善 的人 才培养体系是房子的梁 ， 合

理的课程整体设计就是这 间房 的墙 。

（
３

）
可量化的考核机制

可量化的考核机制是教学实施效果 的具体体现 ，

一是规范教学行 为 ，
树立 师生参与的 自我 管理意识

；

二是为培训者提供直观的教学 实施效果 ， 为后期优化

教学提供依据 ；

三是为学 习者构建学习体系和学 习 目

标 ， 促进学 习者 的积极性 ； 同 时 ，
学习者直观 的

“

蛛

状图
”

学 习成果 ， 还为学 习者提供正确 的 方向引 导 、

为 用人单位提供合适的 方向选择 ， 提升学 习者和 用人

单位的选择配对效率 》

（ ４ ） 有效 的 改善措施

可量化 、 可视化的
‘ ‘

蛛状图
”

学 习成果 ，
为培训

者进一步优化教学资 源 ，
改善 教学信息提供依 据 。

如培训者所培育 的评茶员在 Ｐ ０Ｃ ２
“

广泛和融合 的知

识
”

领域都相对欠缺 ，
培训者在后期的培育教学 中 ，

就要适 当 的 增加或丰 富该模块对应 的教学 内容 。 对学

习者而言 ，
依据 自 己的 学 习成果图 ，

可直观的 判断 自

己在五个学习领域 中 相对完善或薄弱 的 区域 ，
结合实

际工作进
一步的 完善或强化学 习 。 直观而有效 的 改进

措施是开展 ＤＱＰ 教育学习最大 的优势 ，
在实际运用 中 ，

应 多加重视 。

９ 总结

基于 ＤＱＰ 学历框架 的人才培养模式 ， 自 ２ ０ １ １ 年以

来 ，
已在美 国 ３ ０ 多个 州 和 １ ０ ０ 余间 学术机构进行 了

测试 ， 广东部分院校和培训机构也已开始了 初期的探

索和 实践 。 以 此 为借鉴 ， 结合我 国职业技能 发展的

需求 ， 以评茶员这
一职业 为例进行大胆尝试 。 目前 ，

这种模式在 国 内的实践情况 、 实践效果还需要进
一

步

的检测和验证 ， 这也是未 来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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