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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院校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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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的职业本科教育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

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核心是“职业”，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只有突出“职业”的内涵与特色，才能真正实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因

此，职业本科院校必须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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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定位问题

办学定位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对自身发

展方向的一种认定，是学校发展的基本出发

点和最终归宿。它既是学校发展战略的集中

体现，又是指导学校各项工作的根本原则。

在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 20多年的探索，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同

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办学

定位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目前，我国的职

业本科院校大多是从普通本科院校转型而来

的，由于对普通本科教育缺乏足够的了解和

认识，职业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方面存在着

较大偏差。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明确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

关系。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职业本科院校是

由普通高校转型而来，这类学校对自身教育

定位比较清晰，其人才培养目标也基本与普

通高校一致。而大部分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

定位是参照普通本科院校进行建设和管理，

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与普通高校

差异较大。

职业本科院校大多以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

才为目标，而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具有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终身教育要求受教

育者在接受一种或几种特定形式的教育之

后，能够持续保持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因

此，职业本科院校要以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为目标，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与训练，更要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

三是不明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当

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存在着教学与科研、教

学与实践脱节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些职

业本科院校过分重视专业技能和技术研发方

面的能力培养，而忽视了科学研究能力和科

研水平的提高。

因此，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方面需

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教育领域中的角色、地

位和作用。

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教学研究职能；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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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断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实现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这

个目标。

二、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包括

职业能力目标和职业素质目标两个方面，前

者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后者强调职业素质

的培养。目前，我国大部分职业本科院校的

培养目标还停留在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上，对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较为欠缺。但

实际上，“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是密不可

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首先，“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在内涵上是

一致的。

二者都强调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

德品质，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者都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

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者虽然都强调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

的道德品质，但是在具体要求上存在着差

异：前者更强调人要有良好道德品质；后者

更强调人要有较强实践能力。因此，在培养

目标上要明确二者之间的差异。

其次，培养目标不能只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

人格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人格教育”是指

在人格发展过程中，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一

个完整人格体；“专业技能教育”则是指在专

业知识学习过程中使学生获得一定工作经验

和熟练技能。因此，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明

确两者之间的区别，重视对学生人格教育和

专业技能教育。

最后，我国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模

式上存在着一定问题。我国大部分职业本科

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主要采用了

“4+1+2”、“3+2+2”等培养模式，但这些模式

并没有突出对学生“人格教育”和“专业技能

教育”方面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人才培养模

式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三、专业设置问题

专业是教育的基本单元，是实现教育目

的的重要载体。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

上，必须坚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

培养为本位”的专业设置原则，突出职业教

育办学特色。但目前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设

置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专业设置不能体现办学特色。部分职

业本科院校为了提高办学层次，盲目跟风，

将普通本科高校中的部分专业照搬到职业本

科院校来，导致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而教学

质量却难以保证。同时，部分职业本科院校

还存在着“为办学而办学”的现象，专业设置

缺乏合理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不能体现学

校的特色。

（二）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职业本科

院校应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但是目

前职业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上缺乏合理的调

研和论证，盲目跟风设置热门专业方向，造

成部分学校教学资源短缺、师资力量薄弱、

学生就业困难等问题。

（三）专业设置缺乏适应性。部分职业本科

院校由于缺乏办学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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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导致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此外，部分职业本科院校还存在着不

重视学生就业质量的问题，在招生时仅仅将

就业率作为评价毕业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

一。

（四）专业设置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目

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升级时期，但是部分职业本科院校仍然以传

统学科和传统专业为主，在专业设置上与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协调。

四、课程体系问题

目前，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存在的主

要问题有：

一是课程设置不合理，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

程模块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不紧密，导

致学生缺乏职业能力。

二是课程体系不能满足行业和企业的人才需

求，在专业设置时过于强调学科知识的系统

性和完整性，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缺乏实践

经验。

三是课程内容陈旧，缺乏“活页”教材，不能

及时反映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职业本科教育需要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体现出

对职业的关注和对实践的重视。在课程开发

中，应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

标，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此外，在教学内

容上要体现出“活页式”教材与“模块化”课程

相结合的特点。要根据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

律和特点，以学生为中心，优化课程结构，

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工作

过程为基础设置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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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school orient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professional setting,

curriculum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these problems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core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occu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only by highlight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 can we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Therefore,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must take the training of high-

quality technical skills talents as the core goal, deepe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explor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Key word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teaching quality; quantitative course content; student

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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