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9

2021 年 6 月  第 3 卷  第 6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综合论坛

基于德尔菲法研究构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范　方　陈　菲　刘占柱 *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运用德尔菲法构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三轮专家意见征询，构建出贯穿职普衔接学

生的职业院校毕业成绩、本科院校毕业综合表现、就业 1-3 年的毕业生自我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最

终拟制 3个评价主体对应的 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79个观测点以及对应的等级标准来评估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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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1] 面对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至关重要。但

针对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目前尚无一定的范式，

因此无法对由职业院校升入本学院校的培养出来的人才进行

有效评价，这阻碍了职普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的改进，

阻碍了课程改革，阻碍了职普衔接人才培养方案的推广和应

用。怎样才能够对职普衔接人才进行有效评价，本研究通过

梳理国内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职普衔接人才

培养模式的独特性，采用评价指标筛选常用的德尔菲法来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三轮专家意见征询中，不断完善人才

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更好的了解职普衔接人才

培养质量，服务于职普衔接教育。

1 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求

1.1 国家层面

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目前从国家层面来看，

《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人才培养目标

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

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教育部门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

中提出“要加快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

力，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多层次

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 该文件明确了职业教育改

革的重心要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要坚持“育人为本，质量为

先”的基本原则，完善多元共治的质量保证机制，推进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学校层面

从学校层面来看职普衔接教育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路径中，人才培养要主动与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相对接，

需要科学合理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

进行课程设置，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实现人才培

养的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对接。在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过

程中职业院校从基础知识掌握的基本情况衔接到本科学校的

生源质量、毕业生道德品质、身心素质、基础知识四个方面

去评价职普衔接毕业生的人才质量，评价方法体现其过程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特

点，生成动态的、系统的长期评价，以更全面的对高校人才

培养质量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

1.3 学生层面

从职普衔接学生自身层面来看，对学生的评价分为三部

分，分别是学校、自身和用人单位。学校和用人单位对人

才培养质量都主要以道德品质和基本能力为人才评价的落脚

点，其评价能够去除学生个人的主观意念，其评价更加客观

公正。但学生是人才培养的受益者，其自身在接受教育和工

作过程中的感受更能够反馈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发展的未来需

求，从学生层面对学校满意度，自身的基本能力、就业能力、

职业发展轨迹、就业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以反馈学生的

能力需求和职业发展需求，以反馈学校的进行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的调整。

1.4 用人单位需求层面

从用人单位需求层面来看，用人单位评价属于第三方评

价，其评价独立于学校评价和学生的个人评价，能够真实有

效的反应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其评价结果对学校的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起着导向作用。用人单位从人才的道德素质、

综合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考察人才质量，以反馈人才培养

的不足。同时可以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有用信息，改善学校与

企业信息不对等的情况。[3] 

2 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首先要确定好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目

前的职普衔接教育中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缺失，因此，

采用专家意见征询的德尔菲法可以让各位专家在不受干扰的

情况下独立、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轮番征询的过程中，

根据专家意见不断修改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指标，充分

发挥集体智慧，尝试初步构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

2.1 确定征询专家

由于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经历中职教育、高职

教育、本科教育中的两种或三种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

在德尔菲法专家意见征询对象范围要涉及到这三种类型的院

校，此外，在专家的选取上不仅要考虑专家个人所具有的工

作经验、权威性、合作意向以及责任心，还要考虑到专家类

别的广泛性，选取的专家要分别来自中职学校、高职学校、

本科学校的一线教学人员、教育教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各级

各类院校的管理者，以避免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指标制定的片面性，以保障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因此，综合

以上条件，先后联系 9 所学校的 25 位专家，这些专家来自

一线教育工作或管理工作，然后分三次通过邮件或微信联系

的方式进行专家意见征询。第一次专家意见征询了 6 位专家

学者，第二次专家意见征询了 10 位专家学者，第三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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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征询了 9位专家学者。见表 1

表 1：职普院校专家咨询名单

轮次 单位 姓名 职务

第一次

长春某大学 S老师 教务处副处长

长春某大学 Z老师 一线教师

长春某大学 Y老师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

长春某大学 L老师 一线教师

淮安某职业学院 F老师 一线教师

淮安某职业学院 Z老师 一线教师

第二次

长春某大学 W老师 某学院副院长

长春某大学  Y 老师  某学院副院长

长春某大学 M老师 某学院副院长 

长春某大学  Z 老师 某学院院长

淮安某职业学院 L老师 一线教师

常州某学院 S 老师 教授

南京某学院 C 老师 副教授

长春某职业学院  X 老师 教务处处长

长春某职业学院  X 老师 教务处科长

连云港某中专学校 W老师 校长

第三次

长春某大学 L 老师 副教授

长春某大学  X 老师 教授

长春某大学   W 老师 教务处副处长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Z 老师 某学院院长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F 老师 某学院院长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L 老师 纪委书记兼学生处长、教授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G 老师 科研处长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H 老师 副校长

吉林某职业技术学院   Z 老师 教务处长

2.2 专家咨询问卷的设计

在专家意见征询的过程中，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

改完善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指标，经过前两轮

专家意见征询，专家给予第三方评价中的家长评价赋分普

遍较低，在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中有四名以上专家建议去

除该评价主体，经和专家们的多次沟通后，去除该评价主体，

其它部分指标在指标定义上有微调。第一轮和第二轮专家

意见征询，主要是针对评价指标的适用性、科学性进行征询，

第三轮在前两轮专家意见征询的基础上，请专家对指标体

系的观测点分别赋分，以检测评价指标观测点定位的合理

性。经过三轮专家意见征询，专家们的意见逐渐统一。最

终拟制 3个评价主体对应的 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

79 个观测点以及对应的等级标准来评估职普衔接人才培养

质量。

2.3 专家的积极性系数

专家的积极性系数主要通过专家问卷的收回率来判断。

第一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5%，其中 66.67%（4/6）的

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二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其中 30%（3/10）的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二轮咨询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100%，其中 22.23%（2/9）的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以此可见，咨询专家的积极性较高。

2.4 专家意见的一致性

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主要是从评价主体和一级指标征

求专家修正意见，在二级指标上征询专家意见，16 个二级

指标按照 0-10 的区间赋分，请专家按照自己的赞成程度赋

分，分数越高，代表越赞成，最终 16 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分

在 7.5-9.25 之间；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是在完善第一轮专

家意见后进行的，这一次请专家对16个一级指标按照重要、

普通、不重要进行判断，勾选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可以写出

修正意见，其中，家长对子女的评价，专家较为普遍的认为

这一部分，家长的主观能动性过强，家长对子女的评价很难

公正、公平，为了问卷的科学性，建议去掉。第三轮问卷在

前两轮专家意见逐渐统一的基础上，对问卷的 16 个二级指

标下的 81 个观测点按照 0-10 的区间赋分，请专家按照自己

的赞成程度赋分，分数越高，代表越赞成，随后在和专家沟

通过程中，专家反应对学生的发表文章和申请专利的要求

过高，建议去除。去除这两项后，79 个观测点的平均分在

7.11-9.22 之间；对专家意见的征询有粗到细，专家意见逐

渐趋于一致。

3 讨论

3.1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分析

本研究邀请的专家分别来自于中专学校、高职院校和本

科院校，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也具有一线教学经

验或者是管理经验，这让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同时他们对此

次的专家意见征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

可见，专家们关心、支持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

研究。

3.2 职普衔接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分析

信度最常使用的是克伦巴赫 a 系数，该系数介于 0 至

1之间，a值越大表明信度越高。根据 Guielford 的建议， 

信度系数若大于 0.7 表示信度相当高。[4] 对第三轮的 9 位

专家征询意见采用 spss23 进行数据可靠性分析，得到的

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和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分别为 0.785 和 0.783。可见，该问卷信度很高。见

表 2

表 2：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可靠性统计分析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785 .783 9

从删除项后的标度平均值、删除项后的标度方差、删

除项后的克隆巴赫 Alpha 三方面来看，删除个体评价结果

对总体的信度影响较小，可见第三轮专家意见趋于统一。

见表 3

表 3：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项总计统计

删除项后的标度

平均值

删除项后的

标度方差

删除项后的克

隆巴赫 Alpha

第三次德尔

菲法专家意

见咨询

67.276 21.980 .719

66.592 24.855 .770

65.833 25.259 .736

67.213 24.793 .740

66.365 28.545 .768

66.681 26.972 .779

67.608 27.575 .777

66.808 29.635 .786

66.820 29.934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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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构建职普衔接评价体系对人才培养的意义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新增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

育的比例也在逐渐加大。2018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 10.6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 22.3%。

2019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13.7 年，比 2010 年

增加 1.29 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 50.9%。[5] 毫无

疑问，职普衔接教育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衔接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各地方院校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都进行新的探讨，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在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方面，目前尚未形成科学的

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这就

很难反映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人才质量存在哪

些问题，就不能够针对职普衔接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

衔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出及时的必要的调整，而影响职普

衔接人才培养质量，影响到职普衔接毕业生的就业。人才培

养质量评价对于学校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学方法、

调整教学重点，对于企业快速定位招聘人才、降低培训成本、

扩宽用人渠道，对于学生对标人才需求特征弥补能力短板，

均具有重要意义。[6] 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研究缺位，因此，

构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是时代赋予的紧迫课题。

4 小结

本研究是基于文献分析、德尔菲法的基础上，和专家沟

通交流，采用定性分析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力求科学、

合理的对职普衔接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进行质量评价。

但由于基于德尔菲法研究构建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才初步构建，尚未对职普衔接培养的人才进行职

业院校毕业成绩、本科院校毕业综合表现、就业 1-3 的年

毕业生自我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因

此，问卷调查研究职普衔接人才培养质量，将是下一步研

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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