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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不断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迫切要求，是

教学改革的核心和难点。本文阐述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观，分析与探讨了为了适应经济的

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的必要性，论述了构建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的原则与方法，给出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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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按照社会职业的需要，培养从事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等实际工作岗位需要的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的培养目标和人才定位决定了它必须摆脱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把学科教育转变到技术应

用性人才的培养上来。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主要手段，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将是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观 

每种教育课程模式的背后总是隐含着一种课程观，或者是几种课程观的平衡与调和。

课程观是指人们综合地运用哲学、心理学以及有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观点而形成的对课程

研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观是围绕一系列有关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的基本问题展开

的。我们认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观的宗旨在于以职业岗位为出发点，以形成学生的综

合职业能力和素质为目标，强调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参与，主张实施开放式教育、立体化教学，

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由于教育性质的不同，尤其是培养目标的差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观不同于学

科教育的课程观，也不同于纯技能教育的课程观，有其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针对

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是为了适应特定区域、特定职业需要而开发和实施的；（2）实用

性。即要能在实际岗位中应用。课程给予学生的技能与态度既不能过时，又不能超现实太远，

知识既要够用，又要有一定发展潜力；（3）课程内容的整合性。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并不

局限在某一学科领域，为了能力与技能的形成与掌握，需要多学科的交叉；（4）开放性。要

求教学、教育活动全过程应与社会接触，争取社会的参与；（5）个性化。在课程方案的实施

中必须顾及个体差异，为学生的个性发挥提供条件；（6）评价标准的双重性。高等职业技术

教育课程评价标准应是学校标准与社会标准（含企业标准）的融合。 

 

二、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提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息息相关。随着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引起人才结构与教育结构的相应调整。 

世界范围内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兴起，带动了传

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也产生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各个行业人才结构重心上移，

岗位技术含量提高，人才需求由技能型向技术型转化；同时，21 世纪，企业组织更加趋向



于集团化规模经营，向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别发展，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人

才需求向复合型、综合性和多样化方向发展。而来自北京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技术工人素

质现状和需求情况的专项调查则显示（参见图 1和图 2）技术工人文化水平偏低，技术人员

结构有待调整，无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结构和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集中在高职高专技术教育层次上，面对社会和企业对技术人才各方面能

力要求的不断提高，高职高专毕业生很难胜任更高层次的工作需要，企业只好通过采用临时

培训等方法使其勉强适应，或者不得不让普通本科的毕业生从事此类技术工作。但是，由于

培养目标的不同，导致了普通本科毕业生的知识、能力、技能结构与实际技术工作岗位的要

求有所不同，缺乏必要的技术、技能训练，存在着上手慢、适应性差等问题。可见，社会、

企业迫切要求教育结构体系更加灵活和开放，以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同时，继

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对高职人才培养提出了多规格、多层次、多类型的要求。适用于

培养多层次、多类型高职人才的课程体系有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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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000年 78户企业技术工人文化水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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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00年 78户企业技术工人技术等级与发达国家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对比表 

 

三、高等工科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1．构建原则 

高等工科职业技术教育新的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是（1）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学校与

学校之间、学校与专业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壁垒，引入灵活性、开放型的办学机制；（2）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3）打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壁垒，体现继续教育与终

身教育的教育理念。  

2．特点 

高等工科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的特点主要是：（1）按照有利于职业能力、技能与素质

形成的原则，打破了学科界限、专业壁垒，以能力为基础、以素质为中心进行课程整合。所

谓课程整合是指把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内容或问题统整成一门新的课程。这

种做法得到学术界和老师们的广泛认同，也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课程整合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内容压缩或精简层面上。我们以为，这并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整合。课程整合必须经过打散、筛选、再重新组合的过程，并使之建立

起新的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2）建立相应的能力与技能纵向培养环节。高等职业技



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职业能力和形成职业技能，而能力与技能的形成是长期训练与积累

的结果，能力培养从易到难、从单一到综合，存在着螺旋式递进的关系，纵向培养环节将对

能力与技能培养采用阶梯性和连续性的方式，分层次掌握、循序渐进地提高。（3）与企业共

同制定培养方案，在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强调企业的参与。 

3．框架结构 

为了适应高职人才培养多规格、多层次、多类型的要求，我们尝试着构建了多出口的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在构建课程体系的过程中，构筑了各类教育之间的桥梁，形成

了完整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其结构见图 3。 

 

 

 

 

 

 

 

 

 

 

 

 

 

 

 

 

 

 

 

 

 

 

 

 

 

图 3：课程体系框架 

 

在新的课程体系框架中，课程设置可以交叉进行，在内容上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及相

应的逻辑关系；将技术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程打通，取消单独的技术基础课。 

 

四、建立与课程体系相适应的评价体系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评价体系在促进课程改革和提高课程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在一些学校仍然沿用学科教育评价标准评价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显然是不合

适的。学科教育评价标准主要是学校评价，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评价是来自于包括社会评价、

学校评价和教师与学生评价多各方面的评价。其中社会评价主要通过获得相应职业技术证书

形式来取得，相应的证书体系的建立还需要国家、行业的支持，需要政府的导向。随着高等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一整套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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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尚处在起步阶段，

有待于不断提高和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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