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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8月30日上午，为期3天的
2024年全国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浙江宁波落下帷
幕。本次竞赛由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口家庭司、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主办。作为首
个全国性的托育职业技能赛事，此次赛事吸引了近300
名来自全国31个省级代表队的选手，充分展现出业内对
育婴、保育行业的高度重视。

全国现有近28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据统计，目
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近10万个，千人口托位数
3.38个。

托育行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密不可分，行业发展引
领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人才培养支撑行业发展，高质
量的托育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托育专业人才的培
养。职业竞赛是人才培养的催化剂，通过竞赛提升了托
育行业从业人员的素养和技能，增强了托育行业的社会
影响力，推动了托育行业的健康发展。

“专业”，是本次竞赛的一大特点。结合托育行业发
展需求，本次竞赛主要考核婴幼儿生活照料、婴幼儿卫生
保健与护理及婴幼儿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的技能，技术难
点主要是对于婴幼儿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置。这需要具备
一定的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与传统观念中的“带娃”相
比，对托育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要求更高。

“本次竞赛除了考察托育专业基本技术技能外，还强
化选手们的儿童观和健康观，要求具备家托共育、沟通协
调、组织与协作等方面的能力。”竞赛专家组组长吴俊端
表示，本次竞赛专门增加了对本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
新技能及职业道德等要求，充分体现了托育人才的专业
性。

“比如，在婴幼儿意外伤害应急处置项目中，保育师
职工组设置了高热惊厥急救处理的项目，而育婴员职工
组设置了止血急救处理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比较起来，
高热惊厥应急处置要求选手对婴幼儿的生命体征及意识
状态的判断、预防窒息、降温处理的专业基础知识、技术
技能、急救操作规范要求更高。”吴俊端介绍说。

而作为一个托育行业从业者展示自我、交流经验的
平台，竞赛的举办极大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这从正式竞
赛前的备赛上就可见一斑。

各省份纷纷组织专家团队，全力备战决赛。他们以
儿保科专家、高校教师及托育行业资深人士为主，组建专
业指导团队，为参赛选手量身打造培训计划。同时，积极
协调高校和实训基地，提供优质的培训场地和设施，确保
选手能够在最佳环境中进行全方位、高强度的集训。

此外，本次竞赛也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将进一
步促进行业的发展。“作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员，我觉得
这次竞赛能够很好地向家长展示整个托育行业的进步，
以及科学育儿的观点。”保育师（职工组）一等奖获奖选手
王静认为，竞赛也能让家长知道在宝宝生下来之后，能够
有专业人员进行科学养育和照护的益处，放心地将宝宝
送到托育机构。

托育事业关乎国家的未来，关乎民族的希望，承载着
培养新一代的重任。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工会组织、卫健
系统、妇联组织等还将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和组织优势，
努力打造规格高、分量重、影响大的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品
牌。以期通过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联合政、校、行、
企等多元办学资源，构建“岗课赛证”一体化的人才培养
模式，形成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2024年全国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托托””举成长希望举成长希望““育育””见美好未来见美好未来

柔声细语、轻声抚慰，手部消毒、冲泡奶粉、检查纸
尿裤，心肺复苏、高热惊厥处理……

八月蝉鸣送盛夏，“带娃高手”聚甬城。三个赛道，
三种颜色的服装，31个省级代表队、近300名参赛选手，
为火热的浙江宁波带来不一样的色彩。8月27日至30
日，以2024年全国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为平台，来自
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秉持着让托育更贴心、让爱更专业
的理念，以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炉火纯青的技艺作为语言
相互切磋交流。

本次竞赛设置了保育师（职工组）、保育师（学生组）
和育婴员（职工组）三个赛道。经过三天激烈角逐，最终
27名选手分获三个赛道的个人一等奖，9个团队获团队
一等奖。

从需求出发 竞赛项目突出专业性

“所有比赛流程都是非常贴合育儿实际的！”第一次
参加全国性技能竞赛的湖北代表队保育师（学生组）选
手张洺滔非常激动，“比如抚触、桌面清洁消毒、物理降
温……这些其实都是托育工作中要求的技术技巧！”

本次竞赛是托育行业首次全国性技能竞赛，面向广
大托育从业人员和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学生广泛开展，聚
焦托育服务人才培养，以赛促学、以赛促建。

本次竞赛专家组组长吴俊端表示，按照《托育机构
保育指导大纲（试行）》《保育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等文件要求，结合托育行业发展需求，本次竞赛
主要考核婴幼儿生活照料、婴幼儿卫生保健与护理及婴
幼儿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的技能，技术难点主要是对于婴
幼儿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置。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理
论和专业技术。

竞赛中，选手们拼理论、赛实操，不仅要流程正确，
也要做出恰当的回应与情绪调动，甚至还要沉
着应对“突发状况”……

“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从市
赛、省赛到国赛，一路下来不断打磨
提升技术和水平。”来自安徽省代表

队保育师（职工组）赛道的选
手王静已经是一名从业八年
的“老”托育人了。

她表示，本次竞赛内容包

含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综合能
力三个模块，每一个模块都紧密
围绕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和促进婴
幼儿早期发展展开，不仅注重医育结合，
同时通过模拟真实工作场景，再加上贴近实际
突发状况模拟，全方位考验了保育师的专业能力以及临
场应变的能力。

“专业”是许多参赛选手和技术指导以及裁判组乃至
专家组对本次竞赛的共识，也是本次竞赛的一大特点。

大赛保育师（职工组）的裁判长杨福江对选手肯
定的同时也表示，本次竞赛考核选手处理实际问题的
专业能力，针对性和指导性非常强，而选手在这方面
的能力也的确有待提升。“这意味着，本次竞赛对人才
培养和岗位的应用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杨福江
说。

吴俊端介绍，本次竞赛贴合托育相关职业工种岗
位工作任务，聚焦岗位核心能力与职业综合能力，符合
托育机构工作岗位对人才的综合技能需求。保育师和
育婴员的考察项目有交叉也有区别，难度与侧重点各
有不同，突出保育师、育婴员及院校学生关键工作技能
的考核。

调动资源共同培育 以赛促成长

“实际工作中我们这样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
样做。现在通过训练、切磋、交流，完成了从简单的‘知
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转变。”通过本次比赛，王静不
仅技能得到提升，最终也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收获满满的不止王静，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队
的保育师（职工组）选手罗晓也表示：“和全国高手过招，
感觉压力与挑战并存。同时，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特
别是学习到了如何在高强度竞争中保持冷静和专注。”

为了让选手备战决赛，各省组织了以儿保科专家、
高校教师及托育行业资深人士为主的专业指导团队，为

参赛选手量身打造培训计划，并积极协调高校和实训基
地，提供优质的培训场地和设施，确保选手能够在最佳
环境中进行全方位、高强度的集训。

在参加决赛前，多个省份举办了市级、省级的比
赛。辽宁省领队、辽宁省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李丹介
绍，省级大赛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跨部门、跨领域的深度
合作。辽宁省总工会创造性地吸纳了多部门的优质资
源，形成了更为强大的赛事组织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大
赛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我国的托育工作起步较晚，之前社会上也缺少托育
专业人才。湖南省早教托育学会会长陈雯介绍，我国托
育专业到2021年才纳入教育部专业目录，今年刚好是

这批专业人才毕业的第一年。而举办这样的竞赛，
有利于促进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也让托育行业的

从业人员有了更多获得感。
吴俊端认为，职业竞赛是行业发展和人

才培养达成良性循环的催化剂，通过竞赛
能够提升托育行业从业人员的素养和技
能，增强托育行业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托育
行业的健康发展。

了解托育 信任托育 支持托育

宝宝在出生后 2至 3年内是大脑发

育的关键时期，在生理和心理方面，良好的育儿刺激
对大脑的功能和结构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现有近
2800万名 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
有入托需求。然而我国婴幼儿入托率目前只有 6%
左右，远低于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 35%的平均
入托率。

随着家庭规模缩小、育幼功能减弱，越来越需要现
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如何提升生育水平、保障女
性充分就业、促进婴幼儿发展，释放托育需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通过协调场地、盘活资
源、发放补贴等多项措施，不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本
次竞赛全方位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也
是旨在进一步加强托育服务的专业度，提高社会对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托育、
信任托育、支持托育。

山西省代表队技术指导王根英认为，本次竞赛为托
育行业从业人员提供了职业化、规范化、体系化的统一
标准，为全国托育行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也让更多的人
了解托育行业。

据统计，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近10万个、
千人口托位数3.38个，较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托育服
务机构约7.5万家、千人口托位数约2.5个有所提升。每
个增长的数字背后都体现了托育的需求。

“小托育”蕴藏大民生；“小托育”也有大学问。湖北
省代表队技术指导顾琳希望家长可以放心地将孩子们
托付给托育行业的专业人员。

“‘带娃’我们是专业的，并且会通过培训、竞赛、交
流、学习，让自己越来越专业！”她自信满满地说。

托育，“托”的是希望，“育”的是未来。工会组织、卫
健系统、妇联组织等，还将继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组
织优势，努力打造规格高、影响大的托育职业技能竞赛
品牌。并以此为“催化剂”，通过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联合政、校、行、企等多元办学资源，构建“岗课赛证”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
性循环。

“带娃高手”巅峰对决 共绘托育行业未来

▲ 参赛选手候考

▲

参赛选手进行岗位
技能实操竞赛

▲ 参赛选手进行理论测试

▲

参赛团队进行综合技能实操竞赛

——2024年全国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