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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数字商务专业群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

赵　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山东　济南　250103）

摘　要：随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成为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手。构建通用

的专业群评价模型，完善具有专业大类特征的专业群评价指标、规范专业群评价过程，对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助力地方经济社会

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借鉴 CIPP教育评估模型，结合专业群建设要素，构建数字商务专业群竞争力评价模型，助力数字

商务类专业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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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schoo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specialty groups has becom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general evaluation model of professional groups, improve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professional group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categories, and standardize the evalua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group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elp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uses CIPP education evaluation model for reference and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to build a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for digital commerce specialty groups, helping digital commerce specialty groups achiev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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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 11 月 16 日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06]16 号）中提出“高职院校要建

立专业群，专业群建设逐渐成为高职院校开展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

载体。2019 年 随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

称“双高计划”）的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

计的范畴，成为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手。随后，各

省市为响应“双高计划”，启动了以“引领改革、支撑发展、特色

鲜明、融合发展”为主要目标的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工程。因此， 构

建通用的专业群评价模型，完善具有专业大类特征的专业群评价指

标、规范专业群评价过程，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双高校示范引领作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一、外对专业评价的相关研究

1. 国外有关教育评价文献梳理与动态

（1）教育评价理论模型梳理

教育评价模式在影响教育评价过程的同时，对教育评价结果

的科学性、规范性等起到约束作用。国外学者对教育评价模式的研

究主要有拉尔夫·泰勒（Ralph，Tyler）于 1934 年提出的“行为目

标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教育家斯克里文（M·Scriven）

提出的“目标游离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著名教育评价专

家斯塔佛尔比姆及其同事提出了 CIPP 模式，CIPP 评价模式也是迄

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教育评价阐述最为详尽、设计最为周密、应用最

为广泛的评价模式。

（2）CIPP 评价模式

CIPP 评价模式，即由背景评价（Context）、输入评价（Input）、

过程评价（Process）和成果评价（Product）四个要素构成的立体化、

动态性的系统评价模式。CIPP 评价模式是基于决策导向或改良导

向的教育评价模式。决策导向是指评价是为管理者做决策提供信息

服务的过程，；改良导向是指评价目的不在于鉴别教育，而在于改

进教育。CIPP 评价模式强调评价方案设计与教育计划相一致，将

教育目标的选择、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活动的实施和教育成效的

评价形成一个循环，并对每一环节进行评价，且前后环节之间不断

反馈修正，形成一个教育控制与评价的闭环系统。

（3）有关教育评价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来看，国外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评价中开展 CIPP

评价实证研究的较多，但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少，尤其

是基于 CIPP 的专业群评价研究没有查到任何文献资料。

2. 国内有关专业群评价文献梳理与动态

（1）国内相关专业群评价文献梳理

通过中国知网，截止到 2022 年 7 月，用几组关键词分别在关

键词或者篇名中进行查询（仅统计 SCI、EI、核心期刊、CSSCI、

CSCD），结果如下 ：以“专业群”查询，共有 413 篇中文学术期刊

文章，其中2021-2022年发表了86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以“专

业评价”或者“专业群评价”查询，结果共有 92 篇中文学术期刊

文章，其中 2021-2022 年发表了 5 篇，相关研究文献近 10 余年一

直较少；以“CIPP”+“专业群”查询，未有查询结果；“CIPP”+“专

业”查询，有 6 条结果；“数字商务”+“专业群评价”，无查询结果。

根据查询分析可见，其一，专业群包括高职院校专业群的研究已经

有一定的积累，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也较为丰富，而针对专业群评

价方面的研究还不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针对数字商务类专业

群评价的研究仍属于空白 ；其二，以 CIPP 为评价模式的专业评价

研究目前在国内极少，针对专业群的研究更属于空白。

（2）国内对专业群评价以及 CIPP 模型应用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已经有少量学者针对专业群评价有一些研究，任

占营提出：以多破唯，构建职业教育评价新格局的路径探析（2021）；

宗城提出 ：专业群评价要着力建立一个引领专业群改革发展现实走

向的可观测、可比较、可反馈的专业群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关注专

业群建设投入、建设过程和产出的内在关系（2021）；宋楚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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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定量性三大原则，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专

业群实践工作进行分析，构建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

系（2021）；郑雁提出：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索构建专业群评价模型，

并实证分析 253 个专业群的发展水平和内在特征（2022）⋯⋯目前，

国内针对基于 CIPP 的专业群评价研究极少，且无实例研究。

二、数字商贸专业群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1.  借鉴 CIPP 教育评估模型，结合专业群建设要素，构建专业

群竞争力评价模型

CIPP 模型中四个不同阶段的评估活动 ( 背景、输入、过程、

成果 )，对应专业群高质量建设路径中的四个核心要素（建设诉求、

核心资源、实施过程、成效输出）。按照专业群建设逻辑主线，借

鉴 CIPP 模型理论，设置产业服务契合度、教学数字化转型领先度、

校企协同育人度、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度、学生成长成才支撑度 5 个

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从专业群组群逻辑、资源配置、运行实施、

成果绩效等方面跟踪专业群全面发展，对专业群建设进行引导、诊

断和激励。（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CIPP 模型的专业群竞争力评价模型

表 1  教学数字化领先度指标体系（示例）

教学数
字化转
型领先

度

数字化
教学管
理实施

课程思政建设

“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在教学中的落实

项目化、模块化、混合式等教学模式、教学
方法改革

具有可推广价值的“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数字化
教学资
源建设

资源库建设及推广应用

资源共享课建设等标志性成果

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开发与建设

数字化
融媒体

教材建设

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开发与建设

省级以上规划教材建设

选用省级以上规划教材占比

数字化
实训资
源建设

校内实践基地（产教融合基地）建设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教学体系及耗材清单

数字化
教学质
量管理

教学组织与实施

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与实施

质量评价与监测

教学“诊改”机制与实施

专业（群）资金预算、管理、使用情况

2. 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细化数字商务专业群竞争力评价

指标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系列职教文件出台，专业群建设的方向、内容、举措、

成果等已逐步明晰，在专业群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区域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群布局需要，关注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细

化评价模型，通过德尔菲及问卷调研，初步形成 5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指标的专业群竞争力评价体系，其中“产业服务契合度”评

价专业群动态调整机制、建设的逻辑性、科学性 ；“教学数字化转

型领先度”评价建设中的时效性、共享性、开放性 ；校企协同育人

度”评价多元治理新型关系、产教协同性 ；“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度”

评价对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的支撑度、贡献度，国内外引领度等；“学

生成长成才支撑度”评价人才培养质量满意度、社会认可度。根据

二级指标，继续细化三级指标，形成完善的指标观测点，如教学数

字化领先度二级、三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最后形成矩阵。从 1 级指标矩阵开始，由专家组按数字商务

专业群的特点按重要性或影响大小对其中的指标排序，然后按下列

公式计算第 i项指标的权重值wi，fi是矩阵中第 i项指标的权重得分。

3. 基于专业群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数字商务专业群评价运

行机制

严格遵循目标性、科学性、可操性、持续性的原则，基于双

高专业群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要求，建立可实施的数字商务专业群竞

争力评价运行机制，包括 ：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动态评

价机制、评价反馈机制等，保障专业群竞争力评价的运行实效。

三、小结

基于 CIPP 理论模型结合国内外改革经验和教训，提出新的应

用于高职院校专业群评价的新模型，构建专业群评价指标利于创新

高职院校专业群评价的理论模型方法，厘清专业群评价指标体系的

制定依据，解决指标设置的零散性和随意性问题 ；有利于构建高职

院校专业群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厘清评价变量、影响因子等，建立

科学规范高效的评价体系。 同时，提出高职院校数字商务类专业

群评价的具体指标体系、权重占比、算法分析、实施建议等，也有

利于提高高职院校数字商务类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

度，助力数字商务类专业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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