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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王红艳　胡耀华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对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撑。在此背景下，如何

落实课程体系的科学化构建工作，进一步提高育人水平，从而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优质的人才服务，已经成为大湾区广大高职院

校亟待思考的问题。从客观意义上来看，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保证高职育人效果的关键钥匙，做好该工作不仅是展现高等职业教育

服务社会效能的重要基础，更是其实现自身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实力提升的必然追求。本研究基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标准，就粤

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路径进行了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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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阐述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香港湾区”“珠港澳湾区”

等设想概念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区域发展理念便呼

之欲出。2015 年，在“一带一路”的“快车”带领下，“粤

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在之

后的 2017 年，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这也使得其直接

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经济建设规划。对于大湾区而言，

其包括 9 个地级市（广州、珠海、深圳、东莞等）和 2 个特别

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组成，形成了“9+2”形式的城市群。

大湾区占地面积不过 5.6 平方公里，但经济实力极强，2019 年，

大湾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了 11.62 万亿元，将近全国比重的七分

之一，这也充分彰显了它雄厚的发展实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特点

结合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实情来看，其发展特点可归纳为三

个方面：其一，偏重服务与制造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

湾区的“9+2”城市群，也逐渐出现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偏重式

发展，其中香港、澳门、广州以及深圳主要偏重于服务业，而

珠海、佛山、东莞以及惠州等 7 个城市则偏重于先进的制造业。

其二，分工趋于细化。在“9+2”城市群当中，各个城市经济

特点虽然不同，但优势互补且分工细化，如香港服务业发达、

澳门主建筑与博彩业、广州 - 东莞 - 深圳主高新技术产业等。

其三，突出科技创新。对于大湾区而言，其凝聚了众多国家级、

省级以及企业级实验室、科研机构，驻足了华为、腾讯等诸多

高新技术企业，年 PCT 专利拥有量也超过了 1 万多件，由此

可见，大湾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聚集地。

三、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需求

结合大湾区的发展特点来看，其在高速发展与建设过程中，

对于人才的需求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向：其一，技术型人才。

上文已经提到，大湾区偏重制造业并且已经拥有了极为成熟的

产业链，故而其对于技术型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方面的人才需

求较大。其二，创新型人才。根据大湾区的发展规划来看，打

造特色化的 “创新产业链”、建设全球性质的科技创新高地

是未来的重要目标。这也说明，在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创新型

人才的需求数量与质量都会日渐高涨。其三，知识型人才。在

大湾区经济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向着“知识密集型”方向

发展的过程中，人才需求也开始由单纯的“劳动力”向着“知

识型”人才方面偏重。

四、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结合市场需求，重新厘定目标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课程体系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要从育人目标的明确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因此，在粤港澳

大湾区背景下，为了落实好课程体系构建工作，高职院校应立

足大湾区发展在技术型、创新型以及知识型人才方面的需求，

切实做好育人目标的重新厘定工作。具体来说，要转变以往“重

技能培养”的育人目标和观念，积极链接大湾区社会企业，对

其岗位标准、人才需求等展开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依托校

企合作关系，与他们一同围绕大湾区人才需求方面的特点，对

育人目标以及方案等进行有效厘定，实现育人目标和大湾区岗

位群、产业链人才需求之间的精准衔接。

（二）围绕模块理念，搭建课程体系

模块化教学理念是指围绕服务社会这一目标来确定模块化

的课程体系，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基本素质和能力；

其二，专业实践能力；其三，综合素质。以模块化理念来落实

课程体系搭建工作能够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服务大湾区经济发

展的作用。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模块化教学理念的三个部分

来做好课程体系的搭建工作。首先，在第一部分，要结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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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的思路来搭建好各个专业的理论课，并适当引入一些前沿

性的知识与技术；其次，在第二部分，要围绕理实结合的教育

观念，尽可能多地在课程体系中设置诸如项目类、任务类的模

块化课程内容，在此基础上，做好实践类课程体系的优化工作，

如依托工学结合、订单式教学等和对接企业一同推进实践教育，

进一步提高人才产出的适配性。再者，在第三部分，可围绕“产

学研”一体化的教育模式，积极开辟双创教育、专业实践等课

程，搭建良好的专业实践以及双创实践教育阵地，以此来为他

们专业综合以及创新创业等能力的发展铺路搭桥。

（三）搭建多元基地，促进双创育人

众所周知，在高等职业教育当中，实训基地建设作为课程

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不仅仅关系着学生专业能力尤其是实践

技能的培养，而且对于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双创能力的发展也

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对此，高职院校要立足大湾区发展所展

现出来的辐射效应，积极联合企业、行业、政府等多方力量，

以产学研结合为主线，通过多方联合理念来整合场地、资金、

科研等多方面的资源，在此基础上，以校园为阵地搭建“校中

厂”、以企业为依托搭建“厂中校”，通过此举来为创新型以

及技术型人才培养工程提供优质化、现代化的场地支撑。与此

同时，要本着专业群建设的相关思路，对基地布局展开科学化

的调整，设置诸如专业集群服务板块、分类别专业技能实训板

块以及双创孵化板块，有效提升基地教育服务，推进双创育人

进程。

（四）注重多措并举，打造特色双师

在高职院校当中，如何落实好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是一个

永恒的话题。为了进一步发挥自身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的服务

社会效能，为大湾区输送更多高质量职业人才，高职院校有必

要从多个方向出发，做好师资队伍，尤其是双师队伍的建设工

作。具体来说，首先要将教师的个体培育融入到整体化、团队

化的培养当中，一方面要做好与教育专家或者企业技工的牵线

工作，通过专业座谈会、研讨会等活动来给专业教师带来先进

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为他们专业认知的拓展以及执教素养的提

升奠基；另一方面要依照专业集群的思路来提升整体师资的教

育素养和育人水平。其次，要切实做好和大湾区企业连线工作，

依托双方的合作关系，有计划地给教师提供企业代课、企业顶

岗平台，为他们开辟专业技能、实践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等多个

方面的提升通道。再者，要拓宽院校师资的引进渠道，不光要

着眼社会，引入优秀师资人才，而且也要将目光放在大湾区企

业之上，将企业当中的工匠之才、高级技工等引入到学校师资

团队当中，以此来为学生提供更为先进和专业的教育指导，形

成一种专兼结合形式的师资构成体系。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引

领专业教师和企业技师之间的交流与联合，围绕专业设置情况，

组建专兼职教师教研团队，围绕大湾区人才需求、专业改革要

求等做好教学计划、育人方案的分析和解决工作，以此来打造

特色师资品牌，让院校育人效果得到有效保障。

（五）完善质量体系，保证教育实效

诸多实践证明，课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一套完善的质量监

督体系。对此，在大湾区背景下，为了推动职业教育的健康化、

现代化发展，高职院校有必要落实好质量监督体系的建设工作，

坚持通过二级监控、内外部评管来保障课程教育的有效推进。

具体来说，首先，要搭建一个质量监督团队，对课程教育的实

施过程和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价与监管。团队成员可包括各级学

院、各个专业领导与教师，也可引入社会或者企业人员，通过

多元化监督主体的引入，来实现对课程教育的多方向、多维度

监督，以此来保证职业教育推进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其次，要

完善课程建设考核体系，通过两级指标的设立来对办学条件、

育人目标、师资建设、课程需求以及课程定位等进行有效评估。

其中，一级指标可包括课程定位、办学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

二级指标可包括校企合作、技能大赛、人才质量等，通过此举

来对课程体系构建以及实施等情况进行有效评估，进而实现尽

早发现和及时处理问题的目标，让课程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都

能够更上层楼。

总之，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做好课程体系的科学化构

建工作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我们有

必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发展特点以及人才需求情况，

不断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构建课程新体系，从而在保证教学

质量的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注入更多高质量人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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