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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职业本科教育的法理地位正式确立。 促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的理论支撑是

对其内涵的深刻说明。 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包括学术性和职业性两个关键维度。 学术性,是职业本科教育

达到本科教育水平应具备的条件;职业性,是职业本科教育成为一种本科教育类型应具备的条件。 职业本科

教育内涵分析需要实现路径转向,分析的关系对象应定位于专业教育。 技能人才工作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专业

化特征,内在地要求在职业教育中融入专业教育属性,这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涵义。 职业本科教育的职

业性特征体现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仍然要遵从职业教育基本逻辑。 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框架构建要关注课

程结构、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平台三个关键要素。 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课程的合理结构是:经典学科课程+技术

学科课程+能力本位课程。 项目教学应成为职业本科院校的主导教学模式。 职业本科院校实践教学平台构

建,要根据其内容的学术性要求进行设计,充分体现专业性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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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2022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

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

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 职业本

科教育的法理地位正式确立。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对

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有了职业本

科教育,职业教育体系才能最终形成,职业教育才可

能成为一种教育类型;有了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教育

才能具备与普通教育拥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条件;有

了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教育才能具备成为一种教育

类型所需要的内涵。 什么是职业本科教育,其人才

培养目标如何精准定位,人才培养实践要把握住哪

些关键环节,这是职业本科教育进一步确立事实地

位亟须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促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的理论

支撑是对其内涵的深刻说明。 职业本科教育是一种

新型本科教育已为研究者共识。[1] 人们普遍接受职

业本科教育这一概念,并使用一些词语描述其人才

培养目标,如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高水平技术技能

人才等。 有学者结合办学问题研究对职业本科教育

的内涵及其人才培养特点做了概括,如职业性、学术

性、应用性、适应性。[2] 但这些概念只能支撑对职业

本科教育总体办学方向的把握,对内涵的深入理解

则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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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比较深入的,是基于

人才类型与知识论视角的研究。 基于人才分类理

论,有学者提出,职业本科教育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

教育。[3]有学者对不同岗位工作内容比对发现,现有

工程教育与职业教育不能完全覆盖生产系统中的关

键岗位,职业本科教育应定位于工程技术应用类人

才。[4]进一步引入知识论视角,有学者分析职业本科

教育所要培养的技术型人才的知识特征,提出职业

本科教育的培养对象是高层次技术型人才,体现在

理论知识占比大、技能更加复杂和知识整合呈网络

化趋势。[5]

构建人才培养框架是职业本科教育首要问题。

有学者提出,职业本科教育要搭建“学科+专业”的

课程体系,课程要兼顾通识教育与技术创新能力培

养,[6]课程内容要深化技术理论知识学习、技术创新

能力培养和研究性实践能力训练,[7] 要建设针对职

业本科教育的学位制度,[8] 聚焦应用型科研[9]。 有

学者强调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性,提

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要突出职业性,通过完善标准

切实提升质量内涵,[10] 在内外部逐渐建立起制度层

面的保障体系[11]。

上述探索,为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与人才培

养体系设计提供了框架性认识。 这些认识尚不足

以支撑职业本科教育实践的深入开展。 职业本科

教育内涵理解包括学术性和职业性两个关键维度。

学术性,是职业本科教育达到本科教育水平应具备

的条件;职业性,是职业本科教育成为一种本科教

育类型应具备的条件。 在这两个维度的探索上,现

有研究存在思维路径不足。 一是不能获得对职业

本科教育内涵的具象化理解。 现有研究主要从概

念上探索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缺乏

运用职业和任务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从而使其

难以在具体职业与任务层面把握职业本科教育的

内涵。 二是不能获得对职业本科教育学术性特征

的深入理解。 现有研究破解此题的思维路径,均是

把职业本科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进行比较。 这种

纵向比较只能确定职业本科教育相比职业专科教

育量的差异,不能赋予职业本科教育更深内涵,进

而也就不能确定职业本科教育相比职业专科教育

质的差异。 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的突破点在于,

本科教育赋予了职业教育什么新内涵。 三是不能

获得对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性特征的精准理解。 现

有研究破解这一问题的思维路径,均是把职业本科

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进行对比,得出职业本科教育

是培养技术型人才教育的结论,由于没有对普通本

科教育做进一步区分,从而难以精准把握职业本科

教育人才培养规律。

二、职业本科教育内涵分析的路径转向

理解职业本科教育内涵,须建立分析的关系对

象。 传统分析路径分别针对职业本科教育两个关键

特征———学术性和职业性,建立两个关系对象,即职

业专科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 此思维路径形成,与

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初衷有关,即为了完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创办一种不同普通本科教育的新型本科

教育。 从研究进展看,这一分析路径价值有限。 职

业本科教育内涵分析需要实现路径转向。 本文尝试

建立以专业教育为关系对象的分析路径,推进职业

本科教育内涵研究。
(一)以专业教育为关系对象的分析路径的建立

把职业性特征分析的关系对象确定为普通本科

教育,就思维方向而言,毋庸置疑。 传统分析路径的

问题在于,把学术性特征分析的关系对象确定为职

业专科教育。 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进入实践后,首先

需要解决如何真正获得本科教育身份,即具备本科

教育的内涵,而这一内涵需要来自本科教育。 因而

职业本科教育学术性特征分析的关系对象也应确定

为普通本科教育。 传统职业教育概念不能囊括本科

教育,提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需求,首先要求变革职

业教育传统内涵。

什么是职业教育? 传统概念中,职业教育在内

容上被定义为一种培养简单的、重复性技能的教育。

分析和判断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根据情境

做出权变和创新的能力等工作场所非常重要的复杂

技能,未被系统考虑过如何纳入教育内容。 职业教

育中虽然也包含理论知识,但具有极强功利性。 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遵循的基本逻辑,即从职业出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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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要求控制在“有用” “够用”范围内。 系统科

学理论知识学习在职业教育中一直被批评和否定,

导致所培养的技能人才缺乏基本科学基础。 在功能

上,传统职业教育则被视为一种促进个体谋生或降

低失业率的工具。 比如,黄炎培在定义职业教育时,

把职业教育的第一个功能界定为“为个人谋生之准

备”。[12]尽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一

直有种思想在努力改变传统职业教育观念,即新职

业主义,主张在内容中增加理论知识成分,但效果

有限。

职业本科教育要获得本科教育身份,其内涵研

究的关系对象就不应是职业专科教育,而应是普通

本科教育。 且其分析路径不是寻求职业本科教育与

普通本科教育的区别,而是分析职业本科教育要成

为本科教育中一种类型,应从普通本科教育获得什

么内涵。 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对职业本科

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差异更为深入的理解。 可见,

无论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还是职业性,其分析的

关系对象均应是普通本科教育。 只不过是,二者所

关注的角度不同。 学术性维度,关注的是职业本科

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共同点;而职业性维度,关注

的是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不同点。

普通本科教育内部有多种类别,要获得对职业

本科教育内涵的深入理解,还需要寻找与职业本科

教育关系更为密切的普通本科教育类型作为对象。

普通本科教育内部总体上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即学术教育和专业教育。 学术教育是以从事纯粹学

术研究的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教育,大学文理科教育

属于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培养的人才,尽管也要求

了解实践,但不要求他们具备很强的实践能力。 其

工作内容不是直接从事实践活动,而是从事纯粹学

术研究,寻求基本理论的突破。 专业教育则是培养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进行实践性工作的人才的教育,

如培养工程师、律师、教师、医生等人才的教育。 这

种教育培养的人才,虽然也要求掌握系统、深刻的理

论知识,但他们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是胜任实践性

工作,其工作内容是系统地解决某一领域的复杂实

践问题。 在这两种本科教育中,与职业本科教育关

系更为密切的是专业教育,分析的关系对象应定位

于专业教育。

(二)基于与专业教育关系的分析路径的内涵

基于与专业教育关系的分析路径,在对专业工

作、专业知识和专业教育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描述与

分析基础上,通过充分吸收专业教育的核心思想,建

构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本科教育应具备的学术性内

涵;通过职业本科教育与专业教育差异的比较,对职

业本科教育的职业性进行精准定位,形成学术性与

职业性统一的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框架。

什么是专业? 这一概念可从社会学和知识论两

个维度进行理解,即它既可理解为一种身份,也可理

解为一种能力。 当我们说某某人是某行业的专业人

士时,是在确认他的专业身份。 专业化已成为一种

社会结构,各种专业之间形成并维持着清晰的界限,

使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具有代表权和解释权。[13] 当

我们说某某人在某行业非常专业时,是在确认他的

能力水平。 从根本上看,专业工作的地位是由专业

知识建构的。 英国诺丁汉大学埃维茨(Evetts,J. )比

较了基于组织的专业性和基于职业的专业性两种专

业化过程。[14]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基于组织的

专业性通过垄断维护专业工作的地位,而基于职业

的专业性是通过知识建构来保证劳动者能力及其从

事专业工作的合法地位。 21 世纪初,西方国家爆发

的银行业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基于组织的专业性的

质疑。[15]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定义了专业性工作的

特征,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从事专业性工作的

劳动者一般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拥有本科学历意味

着劳动者经过高中学习,已经具备基本的知识、技能

与素养。 二是从事专业性工作的劳动者一般不以时

薪计算薪酬。 专业性工作的价值无法以小时为单位

来计算。 三是从事专业性工作的劳动者往往在下班

后依然无法脱离工作。 例如,教师会在下班后将作

业带回家批改,律师会在下班后依然翻看卷宗。

基于以上工作特征,专业知识的特征可描述为:

以崇高的职业理想和道德为追求;以深厚的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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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为基础,一般需要基础学科知识;需要灵活的

情境分析与判断能力;需要熟练的规范操作和权变

创新能力。[16]作为一位专业人员,首先,要具备为理

想而工作的信念,有严格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能把

工作看作谋生手段,完全在外部权威与制度约束下

工作。 其次,工作是实践性的,不是学术研究。 再

次,所需要的工作能力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体现在要

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基础,能对情境作出准确分析

和判断,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即时进行权变和创新,具

备直接进行规范、熟练操作的技能。

知识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人才的培养需

要有针对性的专门教育。 专业教育存在的基础是不

可替代性,因为专业性工作必须经过正式、抽象、系
统的学习才能胜任。[17] 一旦完成这种学习并取得相

应证书,从业者便获得了能力的证明和相应的社会

地位,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 例如,我们普遍

尊重医生,认可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人对他的工

作具有完全的发言权,这是因为医生这一职业必须

经过相当专业化的学习才能胜任。 因此, 韦伯

(Weber,M. )说,从事专业性工作的劳动者具备获

得、积累专业知识的权利,和在市场中实践这些知识

的权利。[18]

专业工作、专业知识和专业教育的这些特征对

深化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

本科教育的地位是由其所培养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以

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专业教育最终成为

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由于它所

培养的专业人才需要掌握非常专业的能力才能胜任

其工作。 职业本科教育要在高等教育中确立身份,

不能一味诉诸政策支持,而是要通过非常深入的调

研和分析,选定作为其培养目标的人才类型。 其次,

一种教育要为社会所尊重,不能一味培养学生被动

适应工作的技能,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产业的附庸,

而是要充分展示它的教育属性,培养学生工作的责

任意识,对职业的执着追求精神。 职业院校办好职

业本科教育,应建立更高的办学理想和更具弹性的

育人环境。 再次,深厚的基础学科知识是本科教育

办学水准的重要保证。 专业教育之所以被理所当然

地作为高等教育一种类型来看待,不仅是因为它具

备实践教育的特色,更是因为它的人才培养在课程

上具备与学术教育共同的科学基础。 因此,职业教

育要进入本科教育层次,也必须具备这一基础。 通

过赋予专业性内涵,能够改善公众对职业教育所面

向岗位和从业者的看法,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

地位。[19]

三、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特征分析

为了更为具象地理解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

标,笔者组织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对机械

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所面向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进行

了分析。 分析过程中,参与分析的技术专家完全掌

握了分析范围,即要求职业院校毕业生能胜任的工

作任务。 结果显示,在传统职业教育内容基础上,如

零件加工、产品检验与检测等,企业技术专家还描绘

了许多新增职业教育内容,如产品应用设计、生产工

艺编制、产品试验、产品质量管理等,这些是新型高

技术工作任务。

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动因是多元的,其根本目

的在于满足产业技术升级对本科层次技能人才的需

求。 随着产品类型日益丰富,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生产技术越来越先进,尤其是智能技术应用越来

越深入,产生了大量新型高技术工作任务,企业技术

型人才呈快速分化趋势。 其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

产品开发。 现代生产体系中,产品更新是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保证,产品类型越来越多样,且更新很快,

产生了许多把工程师的概念方案转变成生产方案的

技术工作环节。 二是高新技术应用。 产业技术全面

升级,产生了许多对高新技术设备进行组装、运维等

工作任务,如机器人编程、机器人安装、机器人调试、
机器人故障诊断等。

这些新型高技术工作任务在企业生产一线非常

重要,已经广泛存在。 然而,现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

等教育都没有把这些内容纳入其人才培养范围。 从

企业分工看,这些工作任务是由技能人才承担的,因

此,职业教育应把这些内容纳入其人才培养范围。

对企业技术专家和职业院校教师的进一步访谈结果

表明,这些内容在难度上不仅不适合中职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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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适合职业专科教育学生,而是需要在本科教育

层面学习,即需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来进行这个层

面技能人才的培养。 这就是职业本科教育产生的知

识论基础,同时也是职业本科教育学术性的来源。

这一分析结果,为理解职业本科教育相对职业专科

教育的高等性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概念。

新型高技术工作任务与传统工作任务相比,它

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只是难度不同,还是性质上

有根本区别? 工作任务性质分析的核心指标是任务

的确定性程度,即其操作过程的可变化程度,本质是

工作任务与知识关系的线性化程度。 确定性程度高

的工作任务被定义为职业性工作任务,它们是传统

职业教育的内容;确定性程度低的工作任务被定义

为专业性工作任务,它们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内容。

显然,这些新型高技术工作任务都是确定性程度偏

低的工作任务,即完成它们的工作过程具有很强的

设计性和灵活性。 这说明,随着产业技术升级,工作

场所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专业特征的职业性工作任

务。 需要一个新概念来描述这类工作任务中技能的

性质,这个概念可称为专业性技能,即具有专业属性

的职业技能。 对技能人才工作内容发展趋势的实证

研究表明,与专业人才工作内容交叉成分越来越多

是当前技能人才知识、能力结构发展的重要趋势。[20]

技能人才工作呈现越来越强的专业化特征,内在地

要求在职业教育中融入专业教育属性,这是职业本

科教育的学术性涵义。

因此,可以把职业本科教育定义为专业性技能

教育。 依据对专业工作、专业知识与专业教育特征

的分析结果,职业本科教育应在以下方面充分体现

学术性内涵。

(一)教育目的去功利化

职业本科教育要超越完全局限职业岗位技能需

求进行人才培养的概念,在培养学生扎实职业实践

能力的同时,培养其对职业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

的理解,[21]引导其树立专业意识、职业理想、工匠精

神,深入钻研技能,把所学专业作为毕生事业去追

求。 要让学生掌握特定专业领域技术的演进过程,

懂得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在历史感的培养中增进

其职业理想与信念。 要超越当前职业岗位技能要

求,扩充技能学习范围,培养学生掌握先进技术、工

艺,开阔其技术和技能视野。 要超越职业技能学习

对理论知识的要求,通过专业交叉与融合,给学生提

供宽广的理论知识框架,激发其对理论知识本身的

学习兴趣,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养成。

(二)技能内容高端化

职业本科教育要通过精准、深入的人才需求调

研和工作任务分析,寻找真正需要在本科层面进行

人才培养的技能岗位,使其课程设置达到本科教育

水平。 明确区分职业本科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和职

业专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根据专业性技能人才培养

要求对技能内容进行定位。 技能专业化水平判定维

度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过程确定性程度,即工作

过程对设计思维的需要程度。 二是工作范围宽泛性

程度,即工作任务包含范围的广度。 三是工作任务

操作难度,即任务完成所需理论知识的复杂程度。

确定性程度是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范围越宽泛,

操作难度越大,技能的专业化水平越高。 职业本科

教育应主要定位工作过程灵活、范围比较广泛、操作

难度大的工作任务进行人才培养。 尤其要突破传统

职业教育以规则、熟练的操作技能为核心教育内容

的观念,突出培养学生应对复杂工作情境的能力。

这些内容综合性高、实践价值大、不可替代性强,可

大幅度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育属性。

(三)专业理论知识相对系统化

职业本科教育课程开发要突破职业教育长期以

来形成的依据工作任务完成需要选择理论知识、以

工作过程为主线组织理论知识的原理,强调掌握相

对系统专业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把实践能力培养建

立在掌握系统科学理论基础上。 综合应用专业理论

知识解决实践问题,是专业人才职业活动的特点。
这一特点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的基本逻辑,即在系统

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专业实践。 职

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特征,要求其课程结构处于传

统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与专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在

突出能力本位课程的同时,给予系统专业理论知识

重要地位。 学科课程应当在职业本科教育中占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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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重。 其理论知识既包括与专业教育构造共同科

学基础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也包括职业本科教育自

身特有的技术理论知识。

四、职业本科教育的职业性特征分析

职业本科教育这一概念确立,还要求其必须是

一种新型本科教育。 这就需要比较职业本科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差异。 为了使比较结论更加精确,需要

进一步细分专业教育,定位到应用本科教育。

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是否是一种高等

教育类型,这是当前最为困惑的理论问题。 人们多

把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看作一种高等教育

类型,在分析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历程时,把时间

回溯到 21 世纪初应用本科教育概念的出现。 然而,
在高等教育类型上,应用本科教育应归入专业教育,

它是为了强化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对其内部进一步

分化的结果。 例如,随着工程内容越来越复杂,工程

型人才进一步分化为工程科学人才、工程规划人才

和工程实施人才。 相应地,工程教育也产生了分化。

应用本科教育属于专业教育中偏重实践能力培养的

教育。 因而,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的差异

是结构性的。 职业本科教育的职业性特征体现在,

其人才培养过程仍然要遵从职业教育基本逻辑,包

括目标和过程两个方面。

(一)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

标的区别

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

类型上比较接近,甚至工作内容存在交叉区域,但他

们仍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这是职业本科教

育区别应用本科教育的关键所在。

职业本科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向上延伸的结

果。 它培养掌握更为系统理论知识的技能人才。 这

种人才虽然理论知识要求与传统技能人才有质的区

别,但他们在类型上仍属技能人才。 他们的工作内

容不是对产品或技术进行原创性设计,更不是取得

理论研究突破,而是把各种概念性方案转变为可操

作的技术。 他们要求具备较为系统的基础学科知识

和技术理论知识,非常熟悉一线生产与服务过程,具

备丰富的方法知识和实践经验,能把基础学科知识

和技术理论知识有效地应用于工作过程。 他们的工

作内容主要是应用设计、问题解决等复杂任务。 这

些任务紧贴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工作过程是其知

识组织的核心。 他们的理论知识与工作过程之间联

系的确定程度,仍然处于较强水平。

应用本科教育则是专业教育向实践方向延伸的

结果。 它培养具有更强操作技能的实践性专业人

才。 这种人才虽然要求掌握一定操作技能,但他们

在类型上仍属专业人才。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紧贴企

业生产需要进行原创性产品设计或技术研发。 他们

要求具备系统、完整的基础学科知识和工程技术理

论知识,了解生产与服务一线基本工作过程,熟悉企

业对产品与技术的开发需求,掌握新产品或技术的

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开发经验,能综合应用基础学

科知识和工程技术理论知识根据企业需要进行新产

品或技术的原创性设计。 理论知识是其知识结构的

核心。 他们的理论知识与工作过程之间联系的确定

性程度处于很低水平,区别是工作成果不同,即理

论、规划方案还是产品或技术。

(二)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过

程的区别

两种人才工作任务性质的不同,知识与能力结

构的不同,决定了其培养过程有重要区别。 职业本

科教育要遵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逻辑,应用

本科教育则要遵循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逻辑。

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特征,要求其在科学基

础上与应用本科教育拥有共同成分。 这一成分可定

义为,以基础学科知识为主体的专业基础课程。 当

然,专业基础课程应遵循职业本科教育职业性要求,

按照与工作过程相关的原理进行开发。 其他专业课

程则应充分体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以工作逻

辑为核心进行课程开发与实施。 首先,通过深入的

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明确职业本科教育应面向的职

业岗位。 然后,通过对这些职业岗位的综合性分析,

获得工作任务整体框架。 进而,依据这一框架进行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开发和人才培养实施。 聚焦职

业、选定明确的职业岗位作为其人才培养过程展开

的起点,以工作过程为逻辑核心组织课程内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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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其人才培养模式的最大特色。

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他们的应

用属于创造性应用,工作内容没有非常确定的过程

可循,大多数工作需要他们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进行

分析、判断、设计和决策。 要求应用本科教育人才培

养过程继续坚持普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逻

辑,无功利目的地掌握系统、宽广的基础学科知识,
开展实践教学。 其应用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掌握工程

技术应用原理,突出实践教学。 应用本科教育具有

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对其基础学科理论要求应适度

降低,同时大幅度增加对工程技术原理掌握的要求,

并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产品或技术

研发过程,积累实践知识。
五、基于学术性与职业性统一的课程教学模式

构建

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框架构建要关注课程结

构、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平台三个关键要素。

(一)职业本科教育课程结构

职业本科教育内涵探索,明确了其人才培养基

本规格,即专业性技能人才。 教育实践的核心是课

程建设。 当前,职业本科院校办学最困惑的问题是

缺乏清晰课程框架引导。 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出现两

种倾向。 一是在原有职业专科教育课程体系基础上

简单延伸。 职业本科教育成了四年制职业专科教

育,没有意识到职业本科教育所要培养的是一种新

型人才,需要根据新的人才培养规格对课程体系重

新规划。 二是直接移植普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 这

种人才培养方案虽能保证职业本科教育的本科教育

水平,却不能体现职业本科教育的职业性,自然也不

可取。 两种倾向都会使职业本科教育偏离办学方

向,严重影响实践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最重要、最能体现人

才培养特色的是专业课程。 本文主要分析职业本科

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模式。 根据对职业本科教育学术

性和职业性特征的分析,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课程的

合理结构是:经典学科课程+技术学科课程+能力本

位课程。 三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需根据具体

专业理论性与实践性强弱水平进行设定,不必完全

一致。 理论性更强的专业应加大经典学科课程与技

术学科课程比重,实践性更强的专业则应加大能力

本位课程比重。

经典学科课程是普通本科教育同类专业均要设

置的基础性学科课程。 其特点,一是知识体系成熟。

这类课程有很长时期的开设历史,形成非常完善的

知识体系。 二是思维教育价值高。 这类课程的知识

思维含量高,是该学科领域经过长期探索积累下来

的经典知识,是该专业领域智慧的集中体现。 三是

支撑作用大。 这类课程中的知识对深入展开专业课

程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准备进入该专

业领域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 职业本科教

育虽然在教育类型上归属职业教育,但它首先必须

达到本科教育基本办学水平,因此,经典学科课程是

其课程体系必须包含的第一类课程。

技术学科课程是由该专业领域技术原理知识构

成的课程。 这类知识的功能是为技术性工作提供理

论解释和过程指导。 技术学科课程是职业本科院校

学科课程的特色所在,最早由黄克孝提出。 他深入

论证了技术本科教育设置这类课程的重要性,并对

其内涵作了界定。 “所谓‘技术学科’,它是与基础学

科、学术学科、工程学科并立的,是从各种技术活动

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理论知识(原理、定律)和经验

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知识。” [22] 虽然黄克孝是在论述

技术本科教育课程结构时提出这一观点,但这类课

程更适合职业本科教育。 技术学科课程的设置不仅

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在情境中应变和解决复杂实际问

题的能力,而且在经典学科课程与能力本位课程之

间架设了桥梁,使经典学科课程的知识能在实践中

有效发挥作用。 在职业本科教育课程结构中,这类

课程最陌生,开发难度最大。 其开发要以技术学科

建设为基础,而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还处于零散和

初步水平。

能力本位课程是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课

程。 这类课程是用能力本位课程开发方法对职业本

科教育所面向职业岗位进行分析所开发的课程。 课

程结构来自工作结构,课程内容来自职业岗位所需

职业能力。 这类课程是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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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最大特色,应占专业课总课时数一半左右。 这

类课程开发时存在的最大疑惑是,能力本位课程开

发方法是否适合职业本科教育? 能力本位课程虽然

从职业培训课程开发中传播开来,但它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教师教育课程开发。 当时,采用

这一方法是为了解决教育内容与教师工作要求之间

的矛盾,而教师是一种专业性职业。 因此,能力本位

课程在职业本科教育课程开发中面临的问题不是是

否适合,而是如何应用。 适用性担忧的产生,是由于

旧的能力本位课程开发仅以工作任务为分析对象,

且采用详尽任务分析法以使教育内容达到明晰目

的。 实践表明,在职业本科教育课程开发中,采取概

括性任务分析法,把职业能力从工作任务中独立出

来进行分析,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获得既有内容

针对性又达到本科教育水平的课程。

(二)职业本科教育教学模式

职业本科教育课程模式多元,要求教学模式也

多元。 讲授法等传统教学模式仍应占重要地位。 职

业本科教育要体现学术上的高等性,必须有高水平

讲授的理论课程作支撑。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一种以

培养技能人才为使命的高等教育类型,最能体现人

才培养特色的教学模式是项目教学,因为项目教学

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能把理论和实践有机整合的

教学模式。 项目教学应成为职业本科院校主导教学

模式。 职业本科院校应根据教学模式这一特点构建

教学实施整体框架,包括时间安排、空间设计、评价

方案确定和教师能力要求设定等。

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特征,要求其

项目教学内容与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专科教育有所

区别。 项目教学一直以来被视为职业教育主导教学

模式。 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专科教育所实施的是综

合技能项目教学,职业本科教育应重点开发产品应

用设计项目教学、产品试验项目教学、问题解决项目

教学和技术创新项目教学,培养学生产品应用设计

能力、产品试验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技术研发能

力。 人才培养方案还应包含毕业设计环节,通过完

成有一定难度的实践性综合项目,培养学生综合职

业能力。

(三)职业本科教育实践教学平台

实践教学平台是各种用于支撑实践教学的空

间、设备、设施、软件系统、教学项目、教学资源的总

和。 作为以实践为特色的职业本科教育,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水平是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

素,也是体现办学特色的关键特征,需要作为人才培

养框架基础性内容进行建设。

职业本科院校实践教学平台构建要根据其内容

的学术性要求进行设计,充分体现专业性技能人才

培养的目标定位。 不能简单移植中等职业学校和职

业专科院校模式,使教学框架陷入“学科教育+操作

技能训练”的两极结构。 教育内容要有别于中等职

业学校和职业专科院校的基础性、通用性技能,突出

复杂的、综合的专业性技能。 诸如,通过建设产品应

用设计工作室,在真实产品应用设计任务完成中培

养学生对产品进行生产性设计的能力;通过建设产

品试验中心,在产品试验方案设计与实施中培养学

生对产品性能和可靠性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结果

判断的能力;通过建设综合问题解决实训室,在各种

问题情境的破解活动中培养学生定位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通过建设工程技术实验室,在企业需求导

向的技术研究项目活动中培养学生对技术进行改

造、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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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Nature and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Xu Guoqing　 　 Wang Shengnian

Abstract: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and the urgently-

needed theoretical support to promot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n -depth explanation of its connotations,

which include two key dimensions: Academic requirements and vocational requirements. Academic requirements

indicat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reach the level of undergraduate edu-

cation;vocational requirements mea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become a

typ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a

change of thinking. The object of the analysis is supposed to b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skilled talents

tends to be more professional,which inherently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to vocational educa-

tion; this is the academic meaning of undergraduate -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vocational features of

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icate that it must follow the basic logic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ts culti-

vation of talents. To build the framework for talent cultivation,we need to heed such key elements a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the teaching modes,and the practice-based teaching platform. The 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rofessional cur-

riculum is " classical subjects+technical subjects+competence-based subjects" ;project-based teaching should become

the leading teaching mode;the practice-based teaching platform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academic content

to reflect the target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Key words:undergraduate-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professional education;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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