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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核心素养的高低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

直接体现，是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内容选取与师资

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主要依据，也是高职院校和毕

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以冰山层次模型为理论基础，描述高

职学生应具备的能力结构与培养路径，对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与

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四层职业能力结构内涵

职业能力结构体系是以冰山层次模型为理论基础，由能力层

次、能力维度、课程（项目）包三个部分组成，其逻辑关系

为每层能力由不同的能力维度支撑，每个能力维度训练由相应的

课程（项目）实现。

1.1职业基本能力

职业基本能力是体现在职业活动中最基本的行为能力，是职

业发展的基本动因和依托，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广泛的迁移性，涵

盖了学校的育人文化与办学理念。本层能力主要包含职业通用素

养、职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创业素养三个能力维度。职业通用

素养所对应的课程（项目）包为学校的公共课程，职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能力维度由各专业类（群）根据专业面向自行设置相应的选修

课程，创新创业素养为学校统一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

1.2行业通用能力

行业通用能力是指面向一群工种或职业，在一个行业内通

用的知识和技能。对提高学生技术发展适应能力和岗位迁移能力

起到重要作用。本层能力由行业通用职业素养与行业通用技术技

能两个维度组成，行业通用能力一般基于一个专业类（群）进行

构建，对应专业类（群）平台课程，其课程（项目）由各专业类

（群）统一设置，如行业法规教育、行业文化教育、行业通用技术

技能等。

1.3职业特定能力

职业特定能力是指在行业通用能力基础上，在某个领域或方

向上的专项能力，对于缩短学生的岗位适应期尤为重要，是学生

在具体的职业、工种、岗位上的能力。本层能力由职业技术技能

与职业领域（岗位）工作能力两个维度组成，职业技术技能指一

个专业的核心能力，一般由专业的核心课程支撑。职业领域（岗

位）工作能力是基于行业的某个职业领域的特定能力，在课程（项

目）设置时要基于专业类（群）按职业领域进行设置，其课程设

置依据人才培养目标，采用限选课程（项目）包的方式实现。

2  四层职业能力构建与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2.1 制定和优化各专业类（群）职业能力结构体系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依据四层职业能力结构模型

制定适用于各专业类（群）的能力结构体系。专业类（群）职业

能力结构体系的形成有助于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有助于人才培养

方案的制定与优化。专业类职业能力结构体系中的行业通用能力

与职业特定能力层的能力维度要具体化，以职业（岗位群）为逻

辑起点，对岗位群从事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形成职业能

力清单，按专业类（群）职业能力结构体系框架进行整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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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形成基于专业类（群）四层职业能力结构体系。

2.2 设置和开发各能力维度课程（项目）包

课程（项目）包采用两层实施机制，其中职业基本能力的公

共必修与选修由学校统筹，专业内的课程由各专业类（群）进行

统筹。一是依据专业类（群）四层职业能力结构体系清理转化各

专业现有课程，以职业能力层次构建课程体系，以能力维度设置

课程（项目），明确课程目标、课程类别、课程性质、课程的学时

学分。二是明确能力层次与课程平台的对应关系，职业基本能力

对应通识类课程平台，行业通用能力对应专业类（群）通用课程

平台；职业特定能力对应专业模块课程平台；职场工作能力发展

对应专业拓展课程平台。

2.3建设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师资队伍是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学校要以专业

类（群）职业能力结构体系为依据，建立分层分类的师资队伍建

设与培训机制，对不同的职业能力层次要设置相应的教师引进标

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标准与考核标准。按专业类（群）职业能

力结构体系的课程类型设置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有效保障专业建

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4加强实践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实践教学条件是职业能力训练的重要保障，要根据专业类

（群）职业能力结构体系构建相应的实践教学条件建设规划，立足

学生的能力培养与能力结构体系，从实践基地的功能、承担的项

目、配备的师资进行统筹规划，分步建设。

2.5制定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依据专业类规划四层职业能力结构体系对原有的人才培养方

案进行完善和优化。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优化过程中，职业特

定能力中的职业领域（域）工作能力与职场工作发展能力中的跨

行业职业能力是同专业不同培养目标与层次的变动模块，其它能

力层次相对稳定。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要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与规格，基于专业类职业能力结构体系，形成不同的人才培养

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结语

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的立校之本，是学校创建优质校的核心

指标，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要依据四层职业能力结构

体系采用四率一线（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区域就业率、就业稳

定率、就业起薪线）的多主体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制。可创新专

业课程（项目）考核评价，采用以能力维度达标为主的考评方式，

通过职业培训，职业竞赛学分替换方式进行，改变传统考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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