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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高职衔接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有益补充，在世界各国得

到推广和应用，在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中谈到：“要遵循系统培养、多样成才、推

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紧密衔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中，也提到“统筹中等职

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意见，中高职衔接

贯通职业教育的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对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是有效

的探索和实施，但中高职衔接中人才培养的能力设置上出现了脱

节，造成贯而不通，联而不合的两张皮的现象，如何有效解决

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体系，畅通职业培养路径，成为职业教育

改革的重点问题。

1　概念分析

能力本位：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e-basededucation，

CBE）是从职业普遍规律和需求出发，以从事某种职业应当具备的

认知能力和活动能力为主线实施教育的模式，能力为本教育兴起

于美国，逐步在英联邦国家、欧洲大陆和亚洲得到重视和推广。从

教育界的影响范畴来看，能力本位教育从中等教育逐渐向高等教

育拓展，从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领域延伸。

中高职衔接：中高职衔接是指按照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要求，推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层次培养，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特别是高端技能型人才。

课程开发：以跨境电商企业实践需求为目标，将企业实践需

求分解成岗位群，按照企业的岗位群构建专业的课程体系，根据

岗位群能力需求设计课程内容，按照计划、组织、实施、评价、修

订的原则进行循环修改，最终达成需求目标。

跨境电商：跨境电子商务是指以跨境平台为载体，各种不同

的交易主体，围绕交易前准备、交易过程、跨境物流配送、跨境

售后四个过程开展的国际商业活动。

2　基于能力本位构建中高职衔接中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核心

课程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发展催生商业模式的诞生，产业促进职业教育专业转型

升级，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因此，为了满足当前的跨境电商产业

的发展，职业教育的不同阶段都在开展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人

才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要求各有偏差，特别是在当前中高职衔

接人才培养模式背景下，两个职业教育阶段的能力需求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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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晰，导致课程设置、能力要求出现了混淆，对跨境电商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造成了困扰，具体表现如下:

2.1中高职衔接下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阶段目标不明确

中高职衔接是今年来在职业教育招生中兴起的一种模式，是

对高职生源的有益补充，跨境电商本身是一个新的专业或者是专

业方向，中职高职都在因市场需求开设跨境电商专业，开展职业

教育过程，但阶段定位不明确，难以实现衔接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办学条件稍微好的中职学校在人才培养水平上不断提升，但条件

落后的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水平都是在发挥基础教育的作用，需

要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加强，参差不齐的中职教育水平会让高职教

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无法做到明确和统一，中高职衔接的职业教育

通道会出现问题。

2.2中高职衔接下的课程结构衔接错位，能力点出现偏差

中高职衔接下的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明确，导致课程结构体

系错位，能力需求错位，中职学生的人才培养是文化课和专业课

结合，而高职教育更多是以专业课设置为主要人才培养模式，在

开始的人才培养方案之初，课程设置和能力需求点就出现了差

异，在“3+2”或“2.5+2.5”等中高职衔接模式下，课程结构的

不匹配，能力点的差异，会导致中高职衔接的职业教育通道出现

问题。

3　基于能力本位构建中高职衔接中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核心

课程体系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优化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的质量，让中高职贯通

教育成为职业教育新的发展模式，本文从跨境电商这个视角，探

讨以能力本位为基础，数据分析为主线的跨境电商核心课程设置，

以初、中、高三个等级定位能力级点，将跨境电商的选品能力、信

息采编能力、运营策划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

作为跨境电商的核心能力体系，具体课程体系如图1所示：

第一、跨境电商运营始终坚持数据运营思维，将数据分析思

维导入核心课程的全链条中。在目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

跨境电商平台也逐步以数据分析为手段开展相关的运营推广工作，

所以将数据分析能力植入到选品、信息采编、运营策划、供应链

管理、跨文化沟通整个过程中，以数据分析的思维贯穿于整个人

才培养过程，培养产品数据思维能力、消费者行为数据思维能力、

市场分析数据思维能力、供应链管理数据思维能力、跨文化沟通

数据思维能力，构成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核心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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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力本位在中高职衔接跨境电商核心课程体系构建模型

第二、跨境电商运营核心课程能力逻辑构建以产品为主

线，以选品能力为切入，产品信息采编能力为抓手，产品运营策

划能力为重点，供应链管理能力为辅助，跨文化沟通能力为支撑

的跨境电商核心能力模型，将核心能力课程的设置贯穿于中高职

人才培养的始末，其中选品能力以《选品分析》课程做支撑，产

品信息采编能力以《跨境产品信息采编》、《网页设计》、《平面设

计》、《店铺装修》等课程支撑，运营策划能力以《跨境电商文案

策划》、《市场调研》、《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客户开发》、《国际

贸易：单证、跟单、报关、金融》、《客户关系管理》等课程支撑、

供应链管理能力以《跨境采购》、《跨境物流》、《跨境仓储》、《跨

境ERP》、《跨境渠道》课程支撑，跨文化沟通能力以《跨境沟通

与技巧》、《跨境文化冲突》、《跨境电商专业英语、口语》、《国际

商务谈判》、《国际商务礼仪》、《专业英语六级》等课程支撑。

第三、将“初、中、高”三个等级引入跨境电商课程能力体

系，这里的初、中、高三个层级，初级主要定义为①跨境电商知

识和技能的储备是不完备的,所掌握的主要围绕本专业工作所必须

的基础性知识或单个方面的单一知识点,而这些知识一般没有在实

践中得到检验。②学生掌握的跨境电商专业领域经验较少，不能

独立自主解决相关问题，需要继续得到提升。并且工作中许多问

题是没有接触或者没有解决过的。③跨境电商专业知识体系的构

建不完善，联系和界限不是很清晰。④更多应该在在双导师指导

下完成简单的、部分的工作，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方法和程序不尽

完善；中级主要定义为①在某跨境电商专业领域具备了基本的知

识以及与之配套的知识和技能。②能在现有程序和方法的指导下，

解决跨境电商部分问题,但处理的过程复杂程度较低，程序化事务

处理会较多。③在工作经验的积累下，可以独自对选品、跨境电

商运营相关工作进行处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提升和改进。

④可以在既定的交易处理工作流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⑤已

经具备一定的跨境电商业务执掌能力，可以带工作小组开展工作；

高级主要定义为①具有跨境电商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体系，具备

过硬的实践知识和技能，,精通专业领域，并可以辐射市营、国贸

等相关专业。②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工艺流程梳理，能发现问题

所在，并能根据专业所长给出有效的解决途径。③通过数据趋

势走势，能够预判工作问题及以数据分析思维解决问题。④全

面了解跨境电商专业知识构成，区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界限及相

关性。⑤以专业所长，独立担当，解决复杂项目，能够独立

带团队对企业跨境电商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进措

施⑥基于其完备的知识结构体系，丰富的项目经验，扎实的实

践能力，已具备行业骨干。特别强调的是，在中职人才培养中

以初级能力培养为主，中级能力为辅，但跨境电商专业的专业

英语及英语口语能力在中职培养阶段一定要达到中级水平，而高

职阶段，所有课程内容设置是围绕高级层级发展。

第四，在中职向高职输送生源的同时，人才培养阶段的衔

接必然会带来人才培养工作的对接。中高职衔接过程中，不仅

仅是职业教育层级人才培养的协同，更应该是资源的协同，师

资的协同，人才培养方案的协同，课程体系的协同，课程内容

的协同，因此，中高职衔接的过程更应该是围绕分阶段培养，

但培养过程需要协同，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尤其如此。

4　结语

以能力本位为背景，开展跨境电商核心课程能力体系的构

建，其中将课程能力以中高职衔接为研究范围分解为“初、

中、高”三个等级，然后以数据分析贯穿整个能力课程主线，

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跨境电商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突出能力、

区别层次，形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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