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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各大高职院校为了抓住发展机遇，纷纷在自身院

校内创办各种新专业建设，以借此提升院校学生的就业率，

提高院校声誉与生源。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众多高职院校在纷

纷建设新专业设置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当前社会市场的人才

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论证，也就导致了专业趋

同现象严重，使得各大高职院校的学生面临就业困难的状况。

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要以招生就业为导向，以社

会市场人才需求为出发点，积极主动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才能够加强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发展。

1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招生就业的意义

1.1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现目前，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实践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的培

养地，直接关系着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近年来也开始

越来越重视当代青少年的高职教育，为我国以及地方经济建

设培养出适应的新型高素质人才而努力。因此，在高职院校

的建设中，就更需要符合专业符合科学的高职教育，这也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随着现如今高新技术和信息

产业的迅速发展，高职院校也必须要以此背景下的市场作为

导向，通过对专业和课程的灵活调整，积极主动的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强调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教学宗旨，

吸引更多的生源，获得长远持续的发展。除此外，各高职院

校还需要善于观察，能够及时了解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以

及当前社会市场的需求，并对得到的结果加以分析，及时对

高职院校中的专业设置以及教学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改变，

以更加适应当前社会市场需求，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增高，

以满足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1.2 高职院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高职院校不同于普高院校，其主要教学核心是以学生实

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为主，更加注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是属于一项高投入的教育。然而，目前受国内国情的影响，高

职教育中会有一定部分的办学经费是来自于社会，这也就形

成了一定意义的资源配置机制，同时这也是高职院校与普高

院校之间的不同区别，高职院校更加具有企业化的特征。随

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内高职教育事业也得到了一个飞速的

发展，这也就导致了现如今各个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

严重，而这种各大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通常都是以招生和就

业作为重要指标进行竞争，因此也就导致了现如今招生竞争

更加激烈，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只有招生情况较

好，生源较为充足的高职院校才能够更容易得到社会、学生、

家长的认可与支持。因此高职院校必须要加强校内专业建设，

并且需要随时根据当前社会行情，高职院校才能够具备较强

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够得到更加长久有效的发展。

2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着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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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阻碍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现如今高职院校招生

工作的激烈竞争以及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低、就业难上面的

问题，同时这也是严重阻碍着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而造成这一因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各大高职院校没

有具体面向社会市场的需求而进行办学，不能够将专业建设

和招生就业相互结合，导致招进的学生无法正常就业，而正

常就业的学生也因为自身所学的专业影响，难以得到有效发

展，使得高职院校的声誉以及生源都受到严重影响。其主要

表现如下。

2.1 思维方式没有得到改变

目前，仍然还有很多高职院校并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思维

方式上转变过来，在教学中的专业设置并没有根据当前社会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进行分析，缺少对专业设置的合理调整，

一昧的根据政府的政策方针而进行专业设置，使得整个院校

不能有效的针对当前市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缺少创新。再

加上教育行政部门对高职院校中专业建设的经费投入较少，

且社会公众本身对于高职教育的认同度较低，直接导致各大

高职院校存在招生困难以及生源质量差和学生就业艰难的问

题，严重阻碍着高职院校的建设发展。

2.2 缺少市场调查分析

部分高职院校在进行新专业设置的同时，由于缺少对当

前社会市场的具体调查并且没有进行相应的科学分析论证，

就对一些看似热门的专业进行创办，直接导致了十分严重的

专业趋同现象发生，从而造成了各大高职院校中的学生们面

临着就业困难的巨大压力。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

以招生就业为导向，并且同时以社会市场人才需求为出发点，

积极主动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加强高职院校

专业建设的发展。除此外，还需要根据各个高职院校自身所

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市场对人才类型的需求而设置专

业。高职院校在教学中，必须要体现出自身的办学特色，并

且加强实际合理的特色专业，提高教学质量，获得公众的认

可，提高学生家长对高职院校的满意程度，从而合理有效的

扩大高校招生，提高生源质量，保证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建设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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