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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Theme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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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y train and transport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applied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such as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main them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s a higher require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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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
黎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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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职业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国家以及社会培养并输送生产以及建设和管理服务等一线高素
质技术应用型人才。所以对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工作的主旋律进行研究，是当前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对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工作所
提出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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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高等职业教育工作来讲，新时期发展背景下改革是必

然趋势而改革工作向何种方向进行转变，对于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工作来讲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今后高等职

业教育工作的开展水平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所以在论述

内容中，主要就是就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工作

内容进行探讨。

2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意义
2.1 世界范围内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特征

首先，要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具有清晰的认知，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相关条例当中已经明确指出职业技

术教育是指在教育过程中除了涉及普通教育之外，还需要对

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部门职业有关的技术和科学地进行学习，

从而使学习者能够获得使用的技能，以及增加自身对各职业

的理解能力和相应的知识储备。

其次，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拥有不可取代的地

位。因为高等教育体系当中，除了需要普通大学之外，还需

要增设一些具有加强针对性以及质量较高的职业培训的教育

机构，所以在高等教育当中有学制层次和类型的本质区别。

对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来讲，更主要的是面向就业市场，所

以教育工作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培养模式都应当突出以就业

为导向。

最后就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

已经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途径。

2.2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需要高等职业教育提供社会所需的

人力资源的，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主要缺少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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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适应一线岗位工作的高等应用型人才。虽然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了 30 多年，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高等职业院校还是

没能够准确瞄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所以适合经济发展以及

就业率高的高等职业教育受到欢迎程度是最高的，在高等职

业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使高等职业教育变得更加特色

化 [1]。在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操

作技能以及爱岗的敬业精神是高等职业教育工作的培养主要

目标，也是未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主要旋律。

2.3 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之路

在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科学定位是决定学校能否

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所以以就业为导向的改

革和发展能够使高等职业院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周期，

而且尽可能快速地形成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3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路
3.1 院校准确定位

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讲，在发展过程中，全力推动产学

研结合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是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以就

业为导向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必经途径。在高等职业院校开展

专业建设工作过程中，需要对专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当前市

场所提出的就业需求为突破口设置专业，而且还需要组织专

家对中国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和目录使用管理办法

等进行研讨，使高等学校的专业建设能够拥有更加扎实的基

础。在人才培养机制上，需要让企业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并

同时紧随行业的发展趋势，开展订单式培养，使学校所培养

的人才能够真正适应社会发展，并且符合企业所提出的需求。

3.2 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活力

在高职院校开展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在投入体制上

为高职院校争取更好的办学环境。所以，国家需要通过评估

等其他手段，确立有效的机制，对中国关于推进职业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各项决定实现全面落实，并且依法督促职业院校

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而就院校设置

政策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体现以就业为导向，因为

在今后政府所举办的院校数量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要从规模

的扩大变成高起点准入以及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管理。在高

职院校管理工作中，需要以省和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等政府单

位为基础，就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2]。

国家需要依靠相应的改革政策，对责任和权力之间的不统一

进行合理管控避免出现冲突，从而使个别地区的高等职业教

育规模，扩张速度得到平稳发展，促进教学建设和教学管理

工作同步进行。

3.3 高职高专教育资源的优化

在高职院校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统一的高职高专院

校评估制度，以评估为基础，对各高职院校的发展进行准确

定位，通过评估促进高职高专院校的建设以及改革工作，从

而使管理以及建设工作得到增强。在评估政策上需要以就业

为导向，并且将以就业为导向贯穿整个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工作的核心以及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当中。同时还需要定

期对评估数据进行公布，使学校的办学特色对外彰显，让学

校在横向对比中能够发现自身办学存在的不足，然后有利于

学校进行优胜劣汰的整改，使教育资源得到全面优化。

高职院校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专题科研培训，在培训

环节上要“走出去、请进来”，切实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同时，加强科研团队建设，目前普遍认为科研团队是指以科

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为内容，由为数不多的技能互补、愿意为

共同的科研目的、科研目标和工作方法而相互承担责任的科

研人员组成的群体。高职院校应该上上下下动员起来，树立

科研强校的理念，促进教师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变，实施“教

科研一体化”工程，共同把科研工作做好，形成人人爱科研，

个个作科研的良好氛围，提高科研整体水平，从而优化高职

高专的教育资源。

3.4 提高就业率

在高职高专教育改革工作过程中，提高就业率是以就业

为导向的改革工作主要目标之一。在实时提高就业率的这一

计划过程中，需要增设两个工程，分别是优质高职高专教育

建设工程以及高职高专就业率提升工程。这两个工程建设的

主要目的是调动各地区教育行政工作部门的工作积极性，然

后就是通过增设统一的改革工作项目推动产学研全面结合，

将劳动和人事部门的相关制度进行全方位强化，以舆论宣传

为导向，树立典型经验，使就业率得到根本提升。

“贴近市场需求培养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以职业岗位、职业群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需求为依据来设置专业。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要面向社

会、面向地区、面向基层设置专业，坚持“服务社会设专业，

依托行业建专业，校企合作强专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才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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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前瞻性研究与探讨

为了使高等职业教育工作理论得到全面完善，需要加强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指导性专业目录的研究，使

高等职业教育能够真正做到以职业教育就业为导向，通过产

学研结合的途径，使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得到夯实 [3]。在当前

开展不同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一些重点以及难点问题需要深

入调查以及研究，从而使得高职院校的实践工作得到全面指

导。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

愿望，所以高等院校的健康发展以及就业为导向的改革，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就业压力得到缓解。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前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来讲，

是社会发展以及院校发展和人民所提出的迫切愿望，所以在

今后的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以职业院校就业

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方针，真正做到以就业为导向开人才培养，

使社会所需的人才能够更多，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拥有更加

充足的高质量人才资源，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保

障社会各行业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使中国的伟大复兴拥有稳

定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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