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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中高职五年贯通制培养模式的利弊
——以青岛市中职为例

刘丹书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对比分析我国现行的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模式，五年制

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更具有优势，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一体化设计

方面是分段式的“3+3”和“3+2”模式不能比拟的。但青岛市中

职在具体实施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时仍遇到很多问题，因

此还应该完善有关制度，实施宽进严出的招生制度，这更有利于

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五年制；一体化培养；宽进严出；终身教育

2002 年，青岛高职与青岛旅游学校、青岛电子学等中职学校

开展中高职对口合作，使中职毕业生能够 “直通”高职进行学习。

2011 年，青岛职院与青岛开发区职业中专、青岛商务学校、青岛

市化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胶南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胶州市职

业教育中心等 5 所学校 9 个专业联合开展“三二连读”人才培养

工作。2015 年，青岛市教育局启动五年制高职贯通培养改革项目。

2016 年，青岛高职与黄岛区高职校等 15 所中职学校开展五年制

高职贯通培养……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

中高职五年贯通制培养模式，对我国中高职衔接和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高职衔接分段培养模式的弊端

（一）“3+3”培养模式

 “3+3”培养模式，是指学生经过三年的高中或中职教育后

再进行三年的高职教育。这种模式按生源不同又分为两类：一类

是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另一类是招收中职学校的毕业生。高职

院校针对这两类不同生源的学生，在课程的设置、培养目标的确立、

教学管理的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弊端。首先，由于高职院校的

课程体系一般是针对普通高中毕业生而设计的，不适合中职学校

的毕业生。就目前而言，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学习的人数少于普

通高中生，大部分专业还做不到高中生与中职生分类教学只能把

中职生插入高中生的班里一起上课。这就使高职所开设的专业课

程和技能训练，有一部分是中职生学过的，造成了内容重复和时

间浪费，影响中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3+2”培养模式

“3+2”分段培养模式：一种是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合作培

养模式，即在三年中职学校学习后，经过高职学院的甄选考核，

合格者升入高职院校学习两年，获得高职院校文凭。甄选考核不

合格者，不能升入高职学习，只能获得中职学校毕业证。另一种

是由高职院校独立实施的“3+2”分段培养模式：完成三年中职

阶段教育再继续完成两年高职教育。青岛市实施的普遍为第一种

模式。

这种“3+2”培养模式，是针对职业院校的，在课程设置上能

够克服“3+3”分段培养模式造成的课程重复现象。因此，“3+2”

培养模式比“3+3”培养模式在学习时间上缩减了一年，有利于人

才的快速培养。但这种“3+2”培养模式仍然存在一些弊端：不论

是在两所学校分别教育，还是在同一所学校进行分段教育，都是

把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明确分开，造成两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完全

割裂。这不利于课程体系的整体化设计，不利于教学环节科学地、

系统地安排。若是中职、高职的教育分别在两所学校进行，两所

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和教学要求上的差别，会给升入高职

的学生带来思想上和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学习。

二、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的优势

（一）协同合作实施“一体化”学生管理

高职院校与中职学校定期开展 “一体化”学生活动。在试点

中职学校组织校际学生会之间定期交流活动，共同分享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经验，还在试点中职学校成立社团联合会

分会，部分活动纳入学院统一安排。从第四学年开始，试点专业

学生可代表高职学院参加高职类文艺、体育、职业技能竞赛等各

类竞赛活动。

（二）有利于提高招收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有利于生源的优化，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五年制比原来的“3+3”分段式培养减少了一年

的时间，这并没有“偷工减料”，而是把“3+3”分段式培养过程

中课程内容和实训环节的重复学习所浪费的时间剔除掉，使人才

培养更有效率。这给同样的初中生获得高职文凭减少了一年的时

间，也就意味着学生少交一年的学费和提前一年就业，无论是在

经济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青睐。二是初中毕业

生可以直接进入高等院校就读，让学生提早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希

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对职业的向往。同时，由于

初中生的可塑性较大，在高校学习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较好文化

氛围的影响，更容易培养成合格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因此，五年

制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会进一步激发更多的初中毕业生选择职业

教育的途径，改变过去那种升不了高中而不得已进入职业学院的

局面，使生源质量大有提高。

三、结语

随着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崇尚“一技之长”的背景下，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内部层级衔接的系统化，成为

高职教育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中高职贯通和中本贯通培养模式

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涉及初中起点的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培养

模式研究还不多，涉及七年本科一体化培养的研究就更少见。因此，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培养模式为今后实施七年制职业本科教育甚至

九年制职业研究生教育在一体化培养上提供了经验，为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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