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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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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新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人力资源

管理，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机制上，分析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以促进高等职业院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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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推

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众多学者指出，高等职业教

育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其人力资源管理。高职职业院校人

力资源管理是指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按照组织目标与要求，运

用科学的现代管理模式，最大化地调动各岗位人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并合理配置员工的活动过程。因此，如何进一步

提高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对高等职业院校的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通过对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

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可行性对策。

一、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当前，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可以

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机制上进行分析。

（一）管理理念上，发展定位模糊，缺乏价值观建设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是为了补充国家教育体系中

职业化教育的缺口。但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对自身的发展定位

不清晰，在管理理念上，延续传统教育教学方式。部分高等

职业院校为了力争进一步转型为普通本科院校，刻意模仿普

通本科教育的教学形式，没有很好地体现职业化教育的特

色。同时，基于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培养方式，“双师型”

教师匮乏，无法很好地满足在理论教学与应用实践的需求。

在高等职业院校的内部建设中，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建

设。部分教研人员出于对个人职业规划和个人未来发展的需

要，选择先入职在高等职业院校进行过渡，等完成了一定量

的科研成果和个人职称的晋升后，又离职向普通本科院校流

动的趋势，这对高等职业院校的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影

响。如何把组织发展与个人发展相结合，留住人才、发展人

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管理模式上，人员结构不合理，人岗配置不科学

我国有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是从中等职业院校升格转型

而来的，这类院校的教师组成主要以中职教师为主，从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结构。主要

表现在：教职员工结构比例不均衡，后勤、行政人员数量居

多，专业教师数量较少。专业教师学历以本科为主，职称基

本以初级为主。在专业教师的年龄组成中，青年教师多为初

级职称，缺乏教学和实践经验。而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教

师，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在教学形式上缺乏创新。

同时，高等职业院校中人岗配置的不科学也成为其管理

模式上的重要问题。岗位职责划分不清晰，行政人员多为新

员工或由转型前的中等职业院校内部人员组成，缺乏岗位的

专业培训，人岗匹配度不高，忽略了岗位间的相互联系等。

（三）管理机制上，激励制度不明确，绩效考核不健全

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强了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支持，但是

与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师相比，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教师的福利

待遇仍存在一定差距。而激励方式又过于单一，难以充分发

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特别是在科研项目的投入中，缺乏有

效的激励制度，影响了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产出和教研人员

研究的积极性。

绩效考核是促进教职工为实现既定目标的有效动力，但

是在高等职业院校中，考核等机制不够健全，影响公平。在

人员考核工作中，一般只到年终给每个人进行一次评定，多

为形式性地考核，甚至有轮流评优等现象。

二、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可行性对策

针对当前高等职业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结

合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对策。

（一)精准发展定位，加强价值观建设

高等职业院校在发展中要明确发展方向，发挥职业教育

的特色和优势，培养适应性人才。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发

展定位是做好系统化人力资源管理规划的前提。在师资建设

上，要注重“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做好教学与实践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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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在行政管理上，尤其是人力资源

管理部门，更应该要运用现代化创新管理理念，科学有效地

保障人力资源系统的平衡性。

在价值观建设中，首先要加强高等职业院校的组织文化

建设，明确组织发展目标，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氛围。

然后进一步开发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认同，把握组织发展与

个人发展的适应性，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在人力资

源管理部门，应当做好吸纳人才、维护人才、发展人才。

（二）调整人员结构，人岗合理配置

高等职业院校应优化人员配置结构，做到人岗匹配。在

人员结构中，缩减行政人员比例，使内部人力资源结构趋于

合理。适当引进部门高层次人才，加强校企合作，促进“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提供专业学习培训、鼓励学历提

升等方式，加强内部专职教师的培养。同时，也要做好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才能以专业化、现代化的

管理方式，服务于人才的培养与建设。

人岗匹配是保障资源最优化的前提，只有基于明确的工作岗

位职责和专业的工作人员，才能实现人岗匹配。人力资源管

理部门要按各岗位职能，明确岗位要求细则，科学合理地配

置专业的人员。同时，要加强对人员的岗前培训工作，也要

建立不同岗位间的联系与协作。

（三）明确激励制度，完善绩效考核体系

高等职业院校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员的

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传统单一的报酬奖励方式已经无法很

好地满足个人的需求，特别是对于科研人员。要关注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的成果，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

式，保障个人劳有所得。

同时，要健全绩效考核体系，制定科学的、合理的考核

指标，建立严格的、规范的考核形式。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由专人负责对每一项绩效都及时考评，落实考核情况公示。

杜绝形式化考核形式，应采用公开、公正的方式，充分调动

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刘冰婷.新时代高职院校提升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思考[J].辽宁高职学报,2020,22(07):6-9.

[2] 杨亚丽.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花炮科技与市场,2020(03):37.

[3] 纪夏玲.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分析[J].传播力研究,2019,3(18):214+216.

[4] 庞文琴.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18):199-200.

[5] 周娟,宋开旭.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花炮科技与市场,2019(01):156.

[6] 马亚莉.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J].现代营销,2017(03):79-80.

[7] 陆可,王文霄.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探究[J].中国市场,2017(25):126-127.

[8] 付蕾.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7,34(01):14-15.

作者简介：廖王赟燕，女（1990.12-），汉族，重庆，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助理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学、

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