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12022 年第 5 卷第 11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双高计划”背景下专业评价体系创新浅析
杨　晔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开展高职院校专业评价体系创新研究，旨在科学评价

专业的发展状态、及时预警和纠正专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

差。随着高职院校进入“双高”时代，通过完善专业群评价机制，

开展专业发展状态监测，科学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规格、

课程体系、课程建设、师资队伍、招生就业等相关指标，兼顾凸

显“高”、彰显“强”、体现“特”，需要深化专业群评价体系

创新。尤其要处理好“双高”绩效指标和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和

专业群核心指标、评价指标和建设任务等关系，以适应当前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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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启动“双高计划”，随后，教育部发布“双高计划”院

校遴选意见，要求按“专业群”编制建设方案。专业建设反映了

学校整体办学定位，推进专业建设包括专业“怎么建”“为什么

建”“谁来建”“建设内容和举措有哪些”等逻辑起点问题的思

考。专业群建设内涵研究包括宏观层面的专业群组群逻辑、院校

分类发展与专业群规划布局、专业特色内涵等，中观层面的专业

群建设意义和路径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建设等内容。高职院

校专业群建设内容的研究，以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核

心，包括专业群建设，专业群带头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同时注重专业群课程体系研究，专业群建设资源研究等内容。

一、专业评价体系研究现状

开展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评价体系创新研究，旨在客观、科学、

合理地评价专业的发展状态、及时预警和纠正专业发展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偏差，体系设计应以科学制定校本专业建设成效的评价

指标体系和操作方案为前提，以合理开展校本专业建设成效的评

价为依托，推动专业群规范化发展，引导院校标准化办学将起到

重要意义。

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评价指标体系是专业建设评价的学术前

提，依据研究对象的范围差异，目前包括四类专业建设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一是基于学科专业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即专门针对

某一专业（专业类）而开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本科层次的建

筑类评估研究是其典型代表；二是省域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以构建省域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总结地方政府开展评价

工作的经验为主；三是通用型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四是

校本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情况评价（评

估）根据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三种，一是教育部牵头实施的高

职院校办学（水平）评估中包含对专业建设的评估，二是教育部

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的对某类专业项目建设完成情况的评估，

三是高职院校内部开展对本校内部专业建设情况的评估。当前教

育主管部门坚持学校自评为主的政策导向，激发和促进了以学校

为主开展的专业评价体系的各种创新。

二、高职院校专业评价体系创新实践

综观已有的学术文献，构建专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两种模式，一种是根据某种理论构建专业建设评价的核心框架，

一种是通过逻辑演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一）理论建构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流行的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 CIPP 评价模式；其次，

以 ISO9000 质量管理理论为理论依据。过程管理和持续改进是

ISO9000 质量管理理论的精髓，其中管理职责、测量、分析与改进

是过程管理的四大要素。

以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以 CIPP 评价模式与高职

内部专业契合性为切入点，基于“背景 - 输入 - 过程 - 成果”系

统逻辑分析框架，结合影响专业建设关键要素，形成“目标 - 资源 -

过程 - 成果”的专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四个原则，一是基于背

景评价开展专业建设目标建构，二是基于输入评价开展专业建设

资源配置，三是基于过程评价的专业建设运行实施，四是基于结

果评价的专业建设成果绩效，提出了“四向度”分析方法，包括

行业需求是根本、办学定位是目标、技术基础是支撑、教学资源

是基础。多向度测评专业发展状态，形成了专业评价的四种测评

结果，包括攀峰型、特色型、维持型、淘汰型。

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坚持四个原则进行设计，

一是在评估维度设计上体现 TQM 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二是在评

估价值取向上体现内适性和外适性质量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在评

估内容指向上基于 KPA（Key Process Area 即关键过程域）与 KRA

（Key Result Area 即关键结果域）相结合的综合关键绩效指标原则，

四是在评估标准衡量上体现基于多角度的发展性评估原则。根据

上述原则，建立了由 10 项一级指标，34 项二级指标的专业建设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专业建设输入性环节（专业设置和专业

生源、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实施性环节（课程建设、实践教学、

专业师资、专业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和专业建设结果性环节（人

才培养质量、校企合作程度、社会服务功效、业内评价与特色创新）。

（二）逻辑建构评价指标体系

逻辑建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遵循政策导向，通过明确指标

体系的设计原则或设计理念，建立紧扣专业建设的关键要素。专

业内涵指标体系的构建严格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等上级文件的基

本精神，体现高职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适应性等设计理念。

以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为例，该校以具有可操作性的专

业评价监控体系为目标，通过对“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

台”数据和辅助性教学、管理数据的采集、整理、量化和建模计算，

实现了对专业发展的客观评价。一是建立高职院校内部专业评价

指标集，二是基于系统工程的理论构建系统结构框架，三是基于

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层次分

析法。通过以上设计体现了系统构建的指标设置。

从外部条件看，高职院校专业评价指标体系要结合整个外部

环境制定合理的评价指标，考虑社会发展以及同类院校的招生就

业情况；从内部条件看，应考虑各院校专业结构与布局、专业建

设基础条件、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等。

三、“双高计划”对专业评价体系创新的启示

（一）处理好绩效指标与评价指标的关系

绩效产出指标中，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按照

文件要求，双高院校自己设置绩效指标，自己承诺，自己完成，

但不能完全将绩效指标与评价指标混为一谈。以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的 9 个方面为例，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堂教学资源建设、

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服务

平台、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等，除

保障机制外，其他八个方面均设置了数量和质量指标，相当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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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和 Y 轴，建构了某一方面完成情况的坐标点。数量指标偏重完

成的具体成果，质量指标偏重对该成果不同维度的展示，以“杯子”

生产为例，数量指标是杯子的数量，质量指标则涉及杯子的材质、

功能以及使用效果。绩效指标和评价指标的区别在于产出的数量

对建设项目而言是量化的展示，对评价指标而言是对专业某一方

面水平的描述，评价指标本身是纵向的水平反映。评价体系考虑

的是可衡量、可比较和成体系。尽管“双高计划”绩效指标体系

和现行校本专业评价体系在课程、师资、实训等方面存在重合，

但仍有相当内容难以纳入现有专业评价体系中进行衡量，如“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教材与教法改革”等内容，目前尚无明确可

量化的具体指标，也导致无法比较。

（二）处理好绩效指标与核心指标的关系

“双高计划”遴选办法里，提出了“9 选 5”的操作方案，这

一做法导致已经进入建设行列的高职院校将这些能够入选双高的

门槛条件列为了“核心指标”。国家级的各种评选，包括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技术技能大赛和教学成果奖等等，改变了学校办学

的生态，绩效指标也基本都必须包含相关方面的核心指标。但是

众多核心指标，并非可以细化的工作任务，国家级奖项涉及省域、

行业等多项因素，同时申报、评比并非可以流程化落实的具体工作。

将核心指标简单纳入绩效指标，可能导致目标难以在建设周期内

达到，或者无法成为具体任务进行细化，难以实施。

（三）处理好评价指标与建设任务的关系

将专业群绩效指标纳入专业群评价体系视角进行思考，能更

客观的明确相关指标，并以系统化的设计统筹指标的落实。以湖

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实施纵横联动，落实专业群建设，

纵向开展高水平专业群及其他 6 个专业群建设，横向职能处室牵

头 10 个项目建设，相关项目建设对接高水平专业群 9 个方面，均

衡双高建设的重点和覆盖面。学校层面各项目组针对专业群建设

相关内容，形成学校项目建设指标与专业群建设绩效指标的相应

评价标准，专项项目组建设任务与专业群评价形成正向相关性。“双

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包括 9 个方面，与学校层面建设的 10 个项目

形成了如图 1 的对应关系。

图 1 “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与学校层面建设项目的对应关系

“双高计划”绩效办法在绩效指标外，增加了贡献度、重视

度和认可度三张表格的可选项，保证了学校承诺绩效指标外可以

展示更多的建设成果，突破了建设方案和任务书难以与时俱进的

缺陷。只有遵循科学性、导向性和可行性等基本原则，专业建设

评估指标体系的创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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