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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学资源短缺问题研究 
屈婉蓉  杜海军  张军霞  雷沙沙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721000） 

摘要：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院校”）在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政府提出“扩招
100万”，高职院校现有教学资源如何积极适应“百万扩招”政策，其教学基础设施、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教学辅助资源）以及教
学资源管理等问题亟需解决。本文将通过探索“国家、地方、社会、院校”四位一体协同作用，以解决“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教
学资源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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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have an irreplac

eable role in ou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n 2019，the government proposed to "increase enrol
lment by 1 million". How to actively adapt the existing teaching resour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the "i

ncrease enrollment by 1 million" policy，and the problems such as teaching infrastructure，teaching staff，course r

esources（teaching auxiliary resources）and teaching resource managemen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is paper wil

l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state，local，society and colleg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rollmen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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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十分紧缺。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
教 20 条”）以及“百万扩招”出台，为大规模地培育高素质的技术
型专业劳动队伍提供了政策支持。 

一、教学资源短缺现状 
按构成要素，可将教学资源分为教学基础设施资源（教学场所）、

师资队伍、课程资源、教学资源管理。 
（一）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缓慢，学习场所供不应求 
作为教学辅助资源，基础设施规模与质量会影响到教学活动是

否保质保量 展。随着“扩招”量逐年提升，高职院校入学人数也
愈来愈多，教室、自习室、多媒体室、实训室、图书场馆等基础设
施数量明显不足，学习场所的供不应求，也会影响到学习时间、学
习目标的实现，这是人才培养计划与目标实现的一大障碍。 

（二）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质量水平不高 
目前，各校在学生人数有增无减的同时，教师人数无增长或增

长量不够。现有的教师教学任务艰巨，无法保证预期的教学质量目
标实现。近三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校响应“停课不停学”
号召，但线上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存在部分教师不适应线上授课和
高领教师抵触线上教学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资短缺问题。 

（三）培养方案调整不及时，教学模式陈旧单一 
一是“水课”增多，压缩课程数量和不经审定的选修课情况较

多；二是时间安排上，跨校兼职的教师不在少数，课程没有完全依
照 佳学习时间去排课；三是大班额授课情况很普遍。 

部分课程设置，重理论而轻实践。高职院校课程安排要求每周
33-35 学时，其中实践课程比例应占到 1/3，即每周要有 11-12 课时
为实践课程，但目前安排的理论课时比例大，实践环节过少。同时
忽视受教者的综合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这与人才培养规律相背离。 

（四）运行管理机制不到位，资源整合缺乏合力 
教学资源管理是通过对分布在教学部门的各类教学资源进行系

统的归纳、梳理，将资源以共享的形式进行整合与配置，从而实现
教学资源真实、有效的管理和支配。目前对校内各类教学资源的利
用、运行状态，存在各部门固定存放、固定利用，各单位特色资源
只为实现专有和专用。如在安排、管理、监督师生线上教学方面，
仅限于人力参与，运行管理机制不到位，对使用中的教学资源缺乏
整合建设和未来规划。 

二、教学资源短缺问题的原因 

（一）生均财政经费未按时、按标准施行 
按照《2017 年公办高职院校财政拨款经费标准》，各校在实际

运行与发展中逐渐提高财政投入标准。但截止 2022 年底，仅北京市、
河北省、山东省、青海省、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等地达到了相关
规定与要求当中的标准。目前要保证所有院校满足相关规定，国家
与地方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因此，需要国家与地方政府
加大财政经费的投入甚至有所倾斜。 

（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跟不上“扩招”速度与规模 
实际上，大部分学校是在未扩建校舍面积，未增建新的教学场

馆以及未配备足够的教学设备等情况下加入了“扩招”大军，因此，
在解决符合国家标准与落实“扩招”政策双方矛盾方面，各校还面
临基建压力。 

（三）师资队伍数量不足 
“扩招”背景下各校师资力量捉襟见肘：师资结构方面，高级

职称教师、专业完全对口的教师所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相对较低；教
师专业不对口、引进数量不足、师资结构不健全，整体实力偏弱等
依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扩招”将使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
量陷入更为严峻的局面。 

（四）教学资源管理运行机制缺乏弹性 
高效有序的管理，是高职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前提。“扩招”

背景下，生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具有学生角色、孩子角色外，
还多了父母、职工等角色；学情复杂多样，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因此，生源结构新模式对教育教学管理、协调机制以
及应急能力带来挑战。 

三、解决教学资源短缺问题的对策 
（一）国家层面重在投入与引导 
1.加大投入，解决资源短缺后顾之忧 
财政部指出，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 237 亿元，

同比增长 26.6%。据此，专项资金的增长规模和各校“扩招”幅度
基本相同，目前相关职能部门也在逐步配套实施高职“扩招”规划，
但还需加大力度。同时，进行财政经费配置与利用过程中，需给实
力相对较弱的院校更多的帮助与扶持，注重政策倾斜，使其在运行
与发展过程当中获得有力保障。 

2.抓好顶层设计，突出施策的前瞻性 
根据德鲁克目标管理理论，资源短缺问题，是实现目标的分解

环节出现了问题。因此，国家、地方、社会、院校各个层面应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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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完成“扩招”目标。首先，国家出台新政要具前瞻性和科学性。
面对各校的水土不服现象，国家应站在高职院校长远发展的角度去
顶层设计。一是加强政策的引导和宣传，使政策真正落地生根。二
是在施策后应做好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及时调整，防止过犹不及。
因此，施策必须做到科学合理，突出前瞻性，为高职院校留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其次，做好制度建设。“扩招”后少量优质高职院校纳
入本科教学试点范围，使其承担高职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任务，本科
院校的教育经费、人才支持和资源供给标准同样适用于高职院校，
这一转型升级为资源补给提供制度保障。 

（二）地方层面重在保障与创新 
1.加快统筹部署，改革供给侧以应对“扩招”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适用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可降

成本、补短板，加大对高校政策倾斜，加强资源供给，补齐教学资
源短板。首先，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地方政府急需统筹教育行政
部门间的相互协作，人事部门应加强优化高职院校人才引进和培养
机制，对加强师资队伍作政策补充。例如提高福利待遇，降低职称
评审条件，增加职称数量，积极引进足够的师资以缓解师资短缺现
状。其次，地方政府要放宽、简化各校批地扩建等条件和程序，保
障对人、财、物等资源的供应。允许并积极批准各校扩大建设，强
化优化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扩建进程。 

2.加大政策创新，完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首先，地方政府要在优化配置资源和高校利用资源方面，积极

引导甚至颁布政策，这是解决教学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其次，建
立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相互协作，实现师资共享。 后，
划分片区，对片区内各校资源有机整合，建设共享教学设施场所。 

（三）社会层面重在支持与合作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提出高职院校要“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可以
实现实践教学平台共享，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社会企业拥有
专业的实践基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训场所，
减少高校不必要的扩建或资源闲置。同时，校企合作实现教师、专
家互换身份，确保“双师型”师资力量的补充，也提高了师资队伍
质量。 

（四）院校层面重在担当与平衡 
1.全力施策与战略规划并重 
长远战略和短期策略要同频共振。短期目标即采取合理举措使

师资、校舍等办学条件提升。例如，对各项师资进行科学配置与利
用，积极进行教师队伍发展建设，持续扩大人才队伍规模；对教学
活动进行合理设定，进而实现对教师以及教室等各项资源的全面利
用，使各项资源的优势作用更加充分的发挥出来。而长远目标就是
让高校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各高职院校需要形
成自身办学特色，不断改善教学质量，积极推进优秀学科发展建设，
帮助自身在教育市场当中确立更多的发展优势，打造特色专业，树
立特色办学品牌。 

2.扩大招生规模与保证培养质量并举 
（1）加快建设，增大教学基础设施规模 
高职院校要根据现有教学资源、生源和就业市场等客观条件，

按照政府和地方的要求，理性思考，精心谋划教室、图书馆、场馆、
实验室、实训厂房等教学基础设施规模的建设。一是从数量上，综
合考虑在校生和政府所批准的“扩招”目标生源数量，并在学校经
济能力、校区规模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地扩建一定的教学楼、增设
教学点、与合作企业争取多的实训周期等措施，以保证供需基本平
衡。二是从质量上，教学基础设施的质量决定着高职院校其他教学
资源的规划方向、建设规模和配置成效。例如加大多媒体教室、高
科技实验室、现代教学场馆的建设，更新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等，在
提高质量上保证基础设施资源。 

（2）加大补充，稳固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高职院校要将师资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源。

首先，“灵活”招聘相近专业人才，挖掘校内潜在师资。这方面可借
鉴国外经验，让校内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原有教师和非专业的教师来
填补教师职位的空缺，解决师资短缺燃眉之急；原有的“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和高标准聘师要求，在解决“扩招”后师资短缺会变

得更加困难，学校应相对降低招聘标准和条件，以吸引更多的教师，
从而建立师资队伍建设的长效补充机制。其次，合理安排科研和学
术活动等教学任务。在师资短缺的关键时期，也需要鼓励教师积极
地参与到科研、学术交流活动中，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巩固师资水平。

后，加强高职院校内部教师之间的协作，利用政策分批次、分层
次地引进人才。教师与教师、高职院校与高职院校之间通力协作，

发丰富的、具有特色的教学资源，扩大资源共享程度，形成团结、
协调、发展的教学资源 发环境和平台。 

（3）加强创新， 发课程资源的利用方式 
根据教学资源配置的教育性原则，教学作为特殊的生产过程，

高职院校应将资源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以实现培养人、教育人的目的。
“扩招”背景下课程资源短缺，高职院校应加强对课程资源的 发、
利用和管理，积极整合现有课程资源，创新课程资源。因地制校、
因校制宜的校本课程的 发与利用，有利于弥补教学资源的不足；
教师以任职的高职院校为阵地，选取适宜的资源内容，有的放矢地
完成教学、课程任务；学生充分吸收、利用教学资源等，这不仅丰
富了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短缺、时
间冲突的矛盾。 

（4）优化管理，打造高水平资源管理团队 
根据帕累托 优理论，教学资源短缺除了需要大量的补充各项

教学资源的数量，保证其有效运转外，还应当全盘考虑校内现有的
资源现状。一是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扩招”后，要适应教学的
正常运行，要把握高职院校办学的客观规律，按照需求及时改革旧
的管理组织机构，并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教学管理
系统，搭建起与学校“扩招”后发展相适应的教学资源管理模式。
站在各高职院校角度来讲，教学资源管理人员的质量和规模同样重
要，高职院校在办学治学和改革发展过程中，要做到二者兼顾。在
落实“扩招”政策的过程中，各高职院校需要及时全面地归纳与总
结自身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实现教学资源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
二要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创新快、纪
律严”的管理队伍。 

（5）杜绝闲置，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 
资源对于人类来说是有限的。高校面临资源紧张的现状，要杜

绝资源闲置，竭力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一是杜绝教学设施闲置。
将实验室、实训室、多媒体室 放时间适当延长，或者提供 24 小时

放的学习场所，既增加学习者教学实践机会，又培养和提高学习
者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减少场馆等教学基础设施资源闲置
状态。二是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目前教学资源不足的原因，还
在于对各项资源的利用率水平不高，对资源的优势作用难以充分发
挥出来等方面。所以，高职院校应当改变观念、转变思路，全盘整
合并优化校内现有教学资源：改建场馆设施，灵活调整各部门师资
配比，优化配置课程结构，强化教学资源管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既能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又能有效缓解目前教学资源短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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