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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精神下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研究 

--以烟台市为例 
解雪迪 

（烟台科技学院  山东省烟台市  264000） 

摘要：烟台市高等职业院校较多，教育发展历史悠久，办学经验及教育资源丰富。所以在推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贯彻落实党
在二十大中对于职业教育政策方面相对具有优势。本研究通过分析烟台市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三项主要问题，探讨相应
的应对措施及建议：加大政府政策支持，促进高职院校发展和大众认可度来解决高等职业院校在招生方面的困境；对于院校专业设
置同质化的问题，可以采取相关措施鼓励院校发展优势专业，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可以出台相关措施法规来协助教师服
务社会，提高自身对于本专业的实践技术水平。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二十大；发展路径 
 
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是一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

种职业或者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

技术技能等综合素质而实施的教育活动。职业教育目的是培养

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社会主义劳

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

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所以，职业教育

是全社会内培养多样化，多技能人才，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社会各领域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日渐增强，党的二十

大报告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新的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由此可见，烟台市大力推进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设是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要求，也

是大势所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诉求。 

一、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新的部署要求：统筹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烟台市政府部门

紧跟党的领导步伐，大力推动本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目

前，据教育部院校库显示，烟台地区共 15 所高等教育院校，其

中职业院校占据一半左右（烟台职业学院、烟台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烟台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烟台文化旅游

职业学院、烟台黄金职业学院）。并且这些职业院校办学历史相

对悠久，拥有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及教育资源，如：烟台职业

学院创办于 2001 年，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基于 1957 年“山

东省烟台市兴隆街民办中学”所创建的，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前身为始建于 1958 年的山东省中医药学校。这些高等职业

院校涵盖多个专业方向，包括医学，工程，商务，师范，矿产，

旅游等，较为全面的为烟台市乃至山东省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

相对对口的技术人才。此外，在其余本科院校中也有部分高校

开设相关职业教育专业（烟台大学，烟台科技学院，烟台南山

学院等），如：烟台科技学院中的智能工程学院开设计算机应用

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等职业教育专业，国际教育学院开设

商务英语专业为职业教育服务。在山东全省范围内职业创新发

展试验区基础上，烟台市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卓有成效，已成

功入选第一批职业教育发展有明显成效的市区。并且，烟台市

职业院校的斐然成绩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进行播报。

这些数据表明，烟台市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改革发展在党领

导的正确方向上稳步前进，深切贯彻党在二十大中提出“加快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部署。 

二、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尽管烟台市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然而教育

的改革发展漫长而曲折，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阻碍职业教育的

深入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 高职院校招生困境 

由于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大多是由高等职业院校所承担，

这部分的院校基本是专科学历而区别于本科学历。普通高等教

育中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可能是更多家长所青睐的，专科可能

在部分家长眼里甚至不是大学的一种。所以，大多数家长宁愿

承担高昂的学费让学生上民办本科，也不愿去高职院校（丁建

峰，2018；王盛，2018；郑艺华，2019）。其次，职业院校多是

为国家提供技术型人才，即民众眼中的劳动者。由于自古以来，

我国的劳动者都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中，所以大多数的家

长不愿孩子成为所谓的“蓝领”，希望孩子成为“坐办公室的白

领”（郑艺华，2019）。这些都导致职业院校在招生时报考人数

缺额，个别专业甚至无人报考，如：在 2018 年烟台参与专科招

生的 12 所高校仅有 3 所能一次性录满。其次，报考职业院校的

学生大多数往往是由于高考分数偏低而选择专科院校，所以相

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略微偏低下。因此，招生困

境如果不能够妥善解决，可能会大大阻碍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

的前进步伐。 

（二）高职教育中专业设置同质化 

虽然烟台市有众多高等职业院校以及开展职业教育专业的

本科院校，但是在这些院校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专业设置同质

化的现象。由于本市高职院校招生竞争激烈，院校会增设一些

同质化专业来吸引招纳更多的学生。在查阅烟台市高校专业设

置时，市场营销专业，电子商务专业，会计专业，网络营销等

专业在许多院校中出现。虽然在一方面这些专业能体现出院校

在综合性方面有所建树，但是与此同时，职业院校的特色专业

的发展有所削弱，有的院校可能也缺乏优势专业。这一现象对

于二十大精神对于职业教育的优化要求有所背离。 

（三）高等职业教育缺乏师资力量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所规定：“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

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为了培养更多的技

术型人才，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要学习本专业



科研成果                                                                                       电力技术研究 

 97 

的学术与理论知识，还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学以

致用，才能达到职业教育的目的。因此，相比于普通高等学校

的教师而言，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不仅要具备本专业相应的理

论知识以及学术水平素养，还要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技能，

并且能做到融会贯通，娴熟地将理论知识与技术实操教授给学

生。然而，从烟台市各个院校的人才招聘要求来看，大多教师

主要毕业于普通高等院校，偏向于学术性人才。这部分教师虽

然已具备较高的理论及学术素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相关

的技术及实践操作经验。其次，由于高职教师也面临职称评选，

日常教学与比赛，科研课题，行政工作等繁杂的任务（李杰，

2022），一定程度上缺乏时间来进行自身专业实践操作的练习与

提升。所以，高职教师所陷入的困境可能会影响到职业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 

三、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一）政府政策支持，促进高职院校发展和大众认可度 

高职院校招生困境部分是因为大众对于职业院校的社会认

可度不高。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政策要求“到 2025 年，职

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

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

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到 2035 年，职业教育整

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

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在此大背

景之下，社会各界将会对职业院校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在政策

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政府和职业院校更应该以政策为导向，坚

持落实各项政策。此外，政府应当在政策以及资金方面提供支

持和帮助，为高职院校的发展指明方向。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和中职院校合作，通过集团

办学等措施，使得中等职业院校成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优质储备

生源。党的十九大之后，强调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重

视职业技术教育，走“职普融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的道路，应面向地区行业产业培养生产一线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王煜、张凤英，2008）。 

（二）发展优势专业，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 

由于烟台众多高职院校出现的专业同质化现象，为了改变

这一现状，可以借鉴烟台职业学院，坚持“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办学特色，强化学士基本技能训练。例如，烟台职业

学院要求物流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现代各种物流系统基础知识和

操作方法，要求船舶工程技术专业学生需要掌握本专业相关的

技能基础知识以及技能操作。在实现其特色办学目标上，烟台

职业学院坚持“产教结合”，根据本地区经济建设要求，在增设

专业上，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同时将招生和就业相结合，

使得学生入学时明确用人单位需求，以此认真学习相关基础知

识，熟练掌握技能操作，努力达到一毕业就就业。 

近年来，烟台经济结构有所调整，根据政府的政策，发展

面向日韩的加工制造业，因此这类企业大量需要会日语和韩语

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此市场导向下，烟台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

上可以着力培养黄金、电子技术、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等支柱

性产业人才，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增设日、韩双语课程（李

庆成，2005）。此外，在以企业用人为导向的情况下，高职院校

在招生时就让学生明确将来的就业方向，例如烟台职业学院设

置的“丛林数控班”、“惠丰电子班”、“南洋电气班”、“张裕营

销班”等以企业冠名的班级。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缺乏实际的实践操作技能技术和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需提

高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例如，学院可以深入实行校企合作体

制机制，出台相关措施，要求教师可以履行一定的社会服务职

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学院将教师的社会服务工作纳入到教师

考核和职称评定等指标中，对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成绩优异的教

师进行奖励；此外，为实现校企共赢，学校成立各类研究所，

与各行业对应企业进行研究合作，不仅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

专业技术技能的实践能力，而且提高了教师科研成果转化率，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双方共赢（王仙婷、高俊倩，

2014）。 

四、结语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

在前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来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烟台市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党在二十大中对职业教育的

展望。基于现在烟台高职院校的发展现状，高职院校的发展需

要继续立足于培养职业性和实用性人才，培养适应经济建设发

展所需求的专业性人才。大浪淘沙，我国高职院校从发展起步

开始，淘汰了一批又一批缺少市场竞争力的高职院校。因此，

烟台市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此外，烟台高职院校需根据

本地区市场及企业需求进行招生工作，适时调整课程设置和目

标，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高职院校教师也需在院校的协助下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为烟台市高等职业教育的改

革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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