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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出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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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子学院 科研处，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推动下，家庭服务业已成为２１世纪的朝阳产业。面对不断升温的中高端家
政服务与家政管理人才需求，我国高校家政专业却陷入了外热内冷的人才培养困境。要破解这个困境，亟需高校优化现

有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来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设置，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

平，以寻求实现家政服务体系与高校家政教育体系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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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回顾与现状梳理
家政教育最早于１９１９年引入我国，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首开家事专业人才培养之先河，其后又有燕京大

学、金陵女子大学、协和大学、辅仁大学、河北师范学院、

东北大学、复旦大学等都先后建立了家政专业，布局全

国［１］。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以致高等教育阶段的家政

专业人才培养处于停顿状态，直到１９８５年恢复设立家政

专业，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才得以重启。

目前我国约有３０所高校开设家政专业，从人才培养

层次上看，有高职高专的专科教育如武汉现代家政进修

学院、山东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广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等，有本科教育如湖南女子学院、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等。

部分高校还开设有家政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如吉林农业大

学。从人才培养目标上看，有的高校培养以家政教育推

广工作为目标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有的高校培养以全面

发展为目标的创新人才，有高校则培养以理论知识和职

业技能为目标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还有的以培养较强动

手能力为目标的家政服务人才，人才培养目标可谓是各

显神通，五花八门。从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体系来看，家

政专业的课程开设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高校课程体系

设了４０多门课程，有的仅设置了２０多门，有的侧重幼儿

教育，有的侧重社会工作，有的侧重家庭看护，课程体系

所涉及的领域有的高校设置过于宽泛，有的高校课程设

置过于狭隘，各高校课程内容所涵盖的深度也不尽相同。

从人才培养的主体师资上来看，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所需

的师资大多从高校各相关或相近专业的师资中产生，缺

乏具有家政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士参与，大型家政企业有

着丰富实战工作经验的培训师更很少能参与到高校家政

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去。

２　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与已有一百多年家政人才培养历史的家政教育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家政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家政专业人才培

养尚在摸索阶段，人才培养水平稍滞后于市场需求，人才

培养目标有待凝练，家政学科有待建设，专门的家政师资

队伍有待培养，思想理念有待更新，家政理论和实务尚有

待普及［２］。

２．１　培养目标有待凝练

大部分高校开办家政专业的时间较短，在国家政策

导向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推动下仓促上马开办家政专业，

缺乏足够的市场调研和精准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急于

上层次，上水平，导致了一些高校培养的家政专业人才既

不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又没有较强的动手实操能力，遭

受市场冷遇是必然。

２．２　学科建设有待加强

对于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来讲，依托学科建设来进行

家政专业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而家政专业在２０１２年前还

未写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多挂靠在社会学、教

育学门类下，仅作为专业方向发展，学科带头人匮乏，理

论根基薄弱，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专业设置上，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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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力量和办学实力的限制，应用性和实践性特点重视不

够，很多高校很难做到根据市场需求来灵活设置课程。

２．３　课程设置落后

由于理论研究不足，家政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家政

研究与师资队伍薄弱，家政专业课程设置与社会实际需

求有较大差异。学生缺乏接触市场实操实练的机会，学

校缺乏对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专业课程设置看似

大而全，实际各科知识的系统性与关联性不强，家政教师

讲授的知识看似专业实际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家政专业

课程主要开设了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主要依靠试卷或论

文，这种应试教育对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效果，但

是对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方面没有太大帮助，这对于

有着扎实技能水平要求的家政企业和雇主来说是不受欢

迎的。

２．４　师资队伍的教学科研能力不强

目前家政专业还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政专业师资，

教师多是从其他或相近专业转过来的，“半路出家”从事

家政专业教学与科研。虽然大多数授课老师学历和职称

较高，但仅是某一领域的理论专家，未曾深入社会一线去

了解市场，未曾摸清社会对人才的实践性要求，甚至有的

授课老师从学校到学校，学完理论传授理论，难免观念陈

旧，致使所培养的人才与市场脱节。另外，在施教过程

中，教师多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难免单一枯燥，影响教

学效果，不利于学生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不利于独立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家政教师在科研方面，学

科意识比较淡薄，对家政专业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整体把

握，知识结构难以满足和保证专业教学和培养目标的实

现。教师队伍中开展科学研究的风气不浓，学术进展缓

慢，很难对教学工作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缺乏实操经验

和创新意识的家政师资队伍，是造成教学质量不高，人才

培养水平难以提升，家政专业毕业生市场遇冷困境的重

要原因。

３　优化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对策
提高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水平是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

的必要手段。与巨大的中高端家政人才市场需求潜力相

比，我国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一度出现了“需求热，教

育冷”的现象。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使得部分高校的家

政专业甚至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发展瓶颈［３］。从就业来

看，高校家政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就业层次低，就业薪水

低，从业时间短，转行率高，极少有人真正从事家政企业

管理或高级家政服务。要想破解这一困境，亟需优化现

有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

动手能力为核心的家政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适应市

场需求的能力。

３．１　把握市场，明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近年来，社会发展的精细化分工要求与经济发展的

良好成果对家庭服务业提出了刚性需求。２０１０年９月，

国家专门部署研究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政策措施，随后，

又出台了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４］，这表明家

政行业旺盛的市场需求，巨大的中高端人才缺口，迫切需

要高校家政专业教育的人才支持。要想破解高校人才培

养与行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把握政策机遇，把脉

市场需求，对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

根据调研，目前家政服务业最急需的人才有三类［５］：

一类是从事家政研究、教育、培训的研究型人才，第二类

是从事中高端家庭服务工作，或涉外家庭服务工作的专

业技能型人才，俗称高级管家，第三类是熟知家政行业产

业链从事家政企业管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高校应结合

自身拥有的教育资源，目标市场需求，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来定位家政人才培养目标。

３．２　依托学科专业建设，优化课程体系

家政学科的繁荣研究引领了家政专业的发展，家政

专业建设的落脚点就是家政人才培养的问题，家政人才

培养的成败取决于课程体系的优劣。目前我国家政专业

课程体系仍由传统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

课这老三样组成，表面上看课程涉及广泛，内容丰富，但

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各门类知识堆砌，未形成科学的体系，

内在结构松散，逻辑性不强，更谈不上特色。按照家庭服

务行业特殊的人才要求，家政专业课程体系中理论课与

实践课所占比重必须重新规划，加重实操实练的实践课

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势在必行。

在理论课程的教学上，应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如专题教学、情境模拟等，增强学生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进

取精神，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信息获取、加工和利用信

息的能力等。在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上，应充分发挥校企

合作育人的重要作用，把课堂搬到工作的实际场景中去，

让学生提前进入工作状态，深切感受理论联系实际的重

要性，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让订单式人才培养成为

现实。

３．３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

教师是高校的第一核心资源，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

师素质和教学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

要优化高校家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下大力气实行

两手抓，一手抓外智的请进，一手抓教师的走出去学习提

高，这样才能提高家政师资队伍的水平。

引进外智师资的方式，一是冲破象牙塔的桎梏，积极

从行业内规模型家政企业中引进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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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师，进入课堂聘做客座教师，让专业实践课更贴近真

实的市场需求，让学生掌握更实用最先进的技术技能，让

大学教育所培养的与社会所需的家政人才无缝对接。二

是拓展国际视野，积极与发达国家家政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成熟的高校结成友好高校，定期邀请这些高水平大学

的家政教育学者和专家来校举办学术报告会，担任专业

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高级顾问或客座教授，学习借鉴家政

高等教育方面先进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开发、人才

培养等成熟经验。三是利用近年来的“归国热潮”，积极

引进具有境外家政教育背景的硕士、博士来校任教，开拓

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

走出去提高师资队伍质量的方法有：一是借助各类

培训与学术研讨会，把家政专业的现有教师送出去开阔

学术视野，提升专业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二是鼓励教

师到境外高水平大学学习取经，有计划、有步骤地派遣现

有专业教师到国外相关高校进行短期访学或攻读家政方

面的学位，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三是鼓

励专业教师进入家政企业一线观摩学习，更新教师的专

业知识，掌握市场一线真实的教学数据与材料，提升专业

教师的整体育人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３．４　推动产、学、研协同育人

接轨市场需求，对接行业要求，产学研协同育人是高

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学科专业建设中将人才培

养工作落到实处的必由之路。高校应把握政府政策扶持

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大好势头，联系上下游产业资源，探索

产、学、研协同育人，高校、企业合作育人的长效机制。

高校在育人方面为家政企业培养家政管理人才和中

高级家政服务人才，在科研方面也在为家政服务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头上的学术理论支持和智力保障。因

此，加大产学研各方面的资源融合，有效进行互动与对

接，有利于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便于探索高等

教育与家庭服务行业的最佳结合方式与结合点。高校在

进行家政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还可利用自身教育资

源、师资力量、研究平台等优势为家政行业或家政企业提

供继续教育和培训服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技生产力。

通过推动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共同育人，探索家政服务

体系建设与高校家政教育体系建设的有机融合之路，实

现家政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与家庭服务体系建设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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