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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困境与突破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职业本科教育内涵和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困境进行分

析，其次从创新办学模式，规范职业教育、主张市场主体参与，深化教育办学体制和结合职教发展特点，优化办学评价机制等几个

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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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to the pligh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as the key point 

is expounded，an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connotation and the pligh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is analyzed，then from the innovation education mode，vocational education，advocate 

market main body participation，deepen education managerial system and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in-depth explanation 

and discussion，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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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不

仅在办学规模方面逐渐扩大，更在办学质量方面得到提升，为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贡献一份力量。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一

些不足，职业本科教育仍然存在“断头”教育，不同教育领域发出

不同声音，改革地方行政部门也对职业本科教育给与一定的支持，

致力于促进职业本科教育的长远发展，从本学模式等多个方面进行

优化，为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提供支持和保证。 

一、职业本科教育内涵 
职业本科教育将目标作为人才培养方向，发展职业能力为核心

内容，凸显职业素养过程中强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融合的一

种本科职业性教育，这种教育性质不是单一的从非专科高职进行发

展，而是具备一定的独特含义。针对这种内涵的理解，可以从如下

几个方面做出分析： 

第一，教育类型方面，属于国际教育标准中的 5B2 教育。在国

际教育标准分类内法的内容中，5 代表第三级教育中的第一阶段，

相当于专科、本科、硕士生教育，在这一阶段能够分为理论型和实

用技术型，其中 5B 就是实用技术型[1]。5B 教育更加贴合实际，和具

体的职业还在建有关联，但学生不能直接进入高级研究计划，而是

要经历两年全日制阶段，并且在对应学分授予学位的体系中，有一

定的时间和强度，入学要求需要遵循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的 3B、

4A 中的一些科目，促使学生能够胜任一种职业教育类型。因此，职

业本科教育和高等教育十分相似，高等职业教育也设有专科、本科

和硕士生等，其中的 5B2 本科层次就是职业本科教育。 

第二，培养层次方面，高于专科高职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不仅

是对专科高职进行拓展的一种方式，更是在课程教育方面注重基础

应用型人才培养，不仅实在专科制度中增加几门课程内容，更体现

在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基础理论上，职业本科教育水平高

于专科教育；另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并没有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

本科，并且在实践方面更强，特别实在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开发、

课程体系构建、培养模式方面都进行严格区分，不仅能达到本科教

育水平，还能进一步凸显职业特色以及教学高新技术的充分运用价

值[2]。 

第三，培养模式方面，与高专专科教育方式存在差异。这种教

学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培养模式方面，职业本科教学不仅注重基础

平台教学，进一步符合本科的适应性需求，同时也没有对专业模块

教学的优势进行忽视。在培养方面方面，职业本科教育致力于通过

公共课平台、学科基础平台、柔性专业方向、职业技能证书、综合

素养教育等多方面的融合，进一步构建综合性课程体系[3]。教学过程

注重理论和实践并重，重点突出实践效果，学生素质教育中主张培

养学生形成综合素养、以及在社会中的适应能力。 

二、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困境 
首先，缺乏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法理支持。现阶段，很多地区中

的职业本科教育处于改革阶段，也随着出台支持职业本科教育的有

关政策，但在法律方面、国家政策层面仍然缺乏一些回应与支持。

在有关高等教育法的内容中，高等专科教育贯彻与落实专科教育，

如今的高等本科教育没有明确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没有较为明确的

依据[4]。即使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全新的现代化职业教育

提下，但在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教育，也单一的作为规划而并非

法规意义。 

其次，缺乏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发展的基

本条件之一，也是各个教育机构所形成的一个系统教育，其中不仅

会涉及到教育结构、教育管理，还会涉及到师资培训、课程教材等

等，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承担责我国教

育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一个重任，这种教育形式有必要和普通教

育具备同样的形式，从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一些列完整的教育体

系。我国高职教育从办学之间，一直处于专科层次，其中一个主要

的原因也是没有构建清晰的结构层次体系，缺乏一定独立的教育保

障，在本质方面仍然是对普通本科高校的教育模式进行延续，并没

有形成一种全息的高职教育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有更多的

需求，有必要结合市场发展情况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社会的多元

化发展过程中彻底解决高职教育断头这一情况。 

最后，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路径。现阶段，很多教育人员为

高职本科教育设定不同发展路径，其一是将民办本科转成高职本科；

其二将运用性本科转高职本科；其三将高职示范性高职院校独立升

本。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不管是民本本科还是应用型本科，并非

从资源的角度创办高职本科，而是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进行促进，

这也一直导致院校独立升本这一保证没有得到突破。尽管高职本科

教育致力于为社会培养高技能人才，但在联合办学过程中仍然会造

成目标定位发生扭曲，即便是在毕业实在毕业证书生明确标准高等

职业教育普通本科，但因为是和哦普通高校院校联合主办，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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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方面仍然会造成偏离技能型导向，直接影响高职教育在技能方

面的发展[5]。 

三、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突破对策 
（一）创新办学模式，规范职业教育 

要想实现职业本科教育的长远发展，优化办学模式是关键部分

之一，通过不同的办学模式做好对职业本科教育的针对性发展，主

要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自下而上选择优秀公办高职升格，

创新办学形态，职业本科教育发挥特有的人才培养属性和模式，在

办学模式方面做出突破，从原本的已有的基础上出发，发掘专科层

次提升之后的本科层次办学发展途径[6]。通过遴选优秀公办专科院校

升为本科，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专科职业院校是

遵循职业教育理念发展的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社会合作

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定体系，并且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能够清楚的

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发展不足，允许优秀专科院校升为本科，不仅能

够促进学校更好的突破发展平静，也能针对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之

间的诉求进行解决。其二，优秀专科院校已经具备优秀的教师队伍，

具备一定的教学、教研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内部社会设备、外界条

件等都能为人才培养发展奠定基础。其三，虽然民办专科在办学方

面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以为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稳定、社会声誉较好，

实行升本这一方式是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个方式，也是实现办学稳定

的必然条件。另一方面，自上而下促进高水平大学举办职业教育。

这种方式能够发挥学院之间的教学资源、课程资源、社会资源实现

共享，进一步围绕教学项目实现高水平写作，提升职业本科对人才

的教育质量，也能进一步凸显职业教育对社会中吸引力和声誉的提

升，在不断发展中实现多元化办学效果，进一步对社会中对高质量、

应用型人才需求的一种回应。在实际发展中，我国存在很多高水平

大学开展职业教育过程，但因为很多原因，职业技术学院更多的是

被合并，所不保留下的一些优秀院校也失去对人才技能培养的职能

意义，今后在完成试点院校过程中，需要遵循职业本科、专业评估

的标准进行严格执行[7]。 

（二）主张市场主体参与，深化教育办学体制 

对于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而言，是高等学校与举办者之前形成的

关系，进一步对教育办学过程中凸显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义务和资

金供给等关系。在教育不断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已经从

原本的国有公办逐渐过渡为多元化办学这一方向，但其中政府全责

不清、社会力量不足、缺乏完善的制度等问题依然存在，所以，需

要对职业本科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解决，并且关注市场发展

中对人才的需求，这才是完善办学的关键环节。现阶段，民办高等

教育已经成为人才教育的主要力量，价值不仅单一的体现在高等教

育方面，同样在教育改革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职业本科教

育在社会人才需求方面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这也

是一个优势，能够吸引更多办学资源，进一步发挥在社会资源、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学校和市场

之间的合作，发挥资源的互补性，才能进一步构建产教融合共同发

展这一路径。 

专科高等教育在体制创新中，也做出一些全新的探究，其中混

合所有制改革、产教学院的构建、学校质量体系改革等等，都是一

种新的突破，但在国有资产、改革法律框架方面仍存在一定阻力，

这种阻力在职业本科教育中也同样如此[8]。另外，职业本科在发展中

还面对一个关键问题，怎样能够发挥市场主体的价值，职业本科教

育建立在发展基础上，做到知识生产充分体现职业本科教育授予的

学士学位要承担的一定责任。在职业教育的双元理念中，学校、企

业都分别代表学术知识、工作知识产生的主题，在这种知识性质边

界中，价值重点体现在与对方融合和创新过程中。在知识共创成果

方面，职业知识具备行动知识的这一特点，也是个体、工作场所之

间形互动的方式，这种知识围绕一定的目标、工作情境、工作流程

等，凸显一定的显性、隐性、个性化特点。在职业知识中，不仅包

含理论知识支撑、推进和验证，更需要在实践层面得到实验、改造

和验证，在基础知识复杂性方面呈现由低到高的一种层次特点，进

一步发掘职业知识的利用、传播重点图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

解决企业独占技术、优势技术的发展传承，帮助中小企业构建比较

独立的工艺知识系统，第二是建立通过职业教育知识作为支撑的教

育类型，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形成技术人才的系统化、科学化

发展。进一步为学校引入社会办学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

不仅注重人才质量的提升，也要发挥社会参与到知识教育中的独特

价值，这也是对职业本科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重点要求之一。 

（三）结合职教发展特点，优化办学评价机制 

首先，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标准方面，要注重基础性和区域性，

注重标准功能的发展，对于基础性而言，强化兜底功能，凸显主体

在领导班子、机构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以及实习实训条件等指

标方面做出充分论证。在职业本科教育处于成熟之前，针对一些特

殊地区放宽标准，避免出现因为规模试点这一情况造成教学整体质

量下降。对于区域性而言，这一阶段允许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形

成区域性办学标准，进一步体现在办学条件中的区域性特点，可以

从教师学历层次、从业经历是方面提升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另外，建立基础评价+典型成果评价这一办学质量机制，可以进一步

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发掘办学主体潜在的能力，遵循影评促建、迎

评促改原则，在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可以开展基础评价和典型成

果评价这两个阶段。将基础评价作为准入式评价，致力于严格掌控

办学的基本条件，为办学中的硬件、软件提供支持，基础评价教学

资源、师资队伍、学生发展等多个方面优化指标设定，制定一个标

准的准入门槛[9]。没有达标的学校则进入典型成果评价这一阶段，主

要是针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好思政工作、三教改革、学校治理等，再

由专家组完成科学性的评价，这一评价方式不仅能够对职业本科教

育办学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也能为职业本科教育培养一批优秀人

才，并未后去的办学提供参考依据。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进一步构建和职业本科教育相符的教育体系，需要

进一步完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方面都要具备完善的

制度，才能为职业本科教育取得更好的发展效果奠定基础，并且发

挥职业本科教育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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