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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优质发展简析

一、高职院校创优发展面临的主要误区

1、缺乏对高职教育办学方向等国家要求的把握；2、缺乏对高职教育

质量观的认识额把握；3、缺乏对优质院校建设时代特征的认识，将优质院

校建设项目简单等同于示范建设项目；4、缺乏问题导向意识，满足于已经

获得的建设成果，优质院校建设任务难以落实；5、缺乏对高水平专业建设

重要地位的把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难以落实；6、缺乏对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院校的认识。

二、中国高职：形成国际影响力，期盼专项在引导

1、第六次年报，发展环境面临重大变化；2、高职质量评价标准基本

形成共识；3、校园、校舍、教学基础条件普遍增强；4、发布国际影响力

50强，高职教育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可；5、继续评出服务贡献 50

强，呈现地方性和行业性鲜明特点；6、首发 8张省域附表，反映高职质量

省域差异；7、面临高职院校自信缺失、内涵提升、经费不足、专项乏力四

大挑战。

三、高职年报形成高职教育新型质量观

1、学生发展，坚持立德树人，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根本质量；2、

办学实力，既要评价院校办学条件，也要重视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合作育人能力；3、环境质量，政府部门的良好治理和政策环境，经费投入，

企业参与办学等；4、国际影响力，通过服务国家战略，形成高职教育参与

国际交流合作的话语权；5、服务贡献，通过服务地方和行业发展，提高产

业先进元素融入教学资源和教学过程的能力。

四、全国高职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

1、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 11、年支付企业兼职教师课酬

2、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12、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制

3、生均教学及辅助、行政办公用房面积 13、专业点学生分布

4、信息化教学条件 14、专业与当地产业匹配度



2

5、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 15、招生计划完成质量

6、生师比 16、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

7、“双师型”教师比例 17、直接就业率

8、课程开设结构 18、毕业生就业去向

9、年生均校外实训基地实习时间 19、政府购买服务到款额

10、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 20、技术服务到款额

五、国家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大局观

1、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2、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

业的办学方向；3、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

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完善需求导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4、职业教育要深度融入创新创业和“中国制造 2025”（湖南还有

“一带一部”，即 2013年 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湖

南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

经济带接合部”），促进新动能发展和产业升级，带动扩大就业和脱贫攻坚。

六、院校创优发展任务是提高整体水平

1、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专业水平整体提升；2、建成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服务能力明显提高；3、培养杰出技能人才，促进学生普遍发展，具有

获得感；4、专业教师在行业企业影响力明显增强；5、专业对产业发展的

贡献度逐步提高；6、提高国际影响力，争创国际先进水平。

七、服务贡献：优质院校建设的重要指标

主要经费来源：省级（） 地市级（） 行业企业（） 其他（）

项目 2016 2017

毕业生人数（合计）

其中，就业人数（合计）

1、毕业生就业去向

A类：留在当地就业人数（人）

B类：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人数（人）

C类：到 500强（或本行业前 50强）就业人数（人）

2、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3、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

4、技术交易到款额

5、非学历培训到款额

6、公益性培训服务（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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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影响力：先进的专业教学标准等教学服务成为优质院校国际

合作新支点

项目 2016 2017

1、全日制境外留学生人数（人）

2、非全日制境外人员培训量（人日）

3、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境外实习时间（人日）

4、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境外指导时间（人日）

5、在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业教室人数（人）

6、开发境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数（个）

7、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项）

九、产教融合是优质院校建设主线

1、产教融合是校企合作的升级版，关键是解决教学资源跟上产业发展

要求；2、把产业发展对职业岗位的关键要求融入到专业教学标准和大纲等

教学资源中；3、产教融合对推进专业教学对接产业发展、有效推广产业新

技术新技能、提升课程的技术含量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特色高职院校教

学质量提升的关键；4、产教融合对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

具有决定性作用。

十、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路径

1、坚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与行

业联合、同园区联结；2、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支持企业技术和管

理人才到学校任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

划；3、提高高等学校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比例，建立复合型、创新型技术

技能人才系统培养制度；4、创新教育培训服务供给，允许和鼓励高校向行

业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购买创新创业、前沿技术课程和教学服务。

十一、重视建设一批产教融合的高水平专业

1、高水平专业标准：（1）教学团队，（2）教学装备，（3）技术研发能

力，（4）服务贡献水平，（5）学生发展，（6）社会认可；2、高水平专业的

产教融合，探索与产业技术链上游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协作平台（图 1）；3、

重视与技术先进、社会责任感强的规模以上企业深度合作；共建高水平专

业；4、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形成具有区域特点的专业特色，形成服务产业

发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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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

1、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等决定必须走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

2、具有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双重特征；3、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

结合，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自信；4、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具有服

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能力；5、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具有完善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