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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地方院校高职专升本教育衔接策略探讨 
——以内蒙古财经大学为例 

◆辛桂华 

（内蒙古财经大学职业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高职专升本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高
职专升本教育的探索和实践看，专升本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与“本”

的衔接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财经大学为例，从专升本学生的特点入手，

分析专升本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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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升本学生的特点分析—以内蒙古财经大学为例 
首先，学生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认真。根据对内蒙古财经大

学职业学院 2018 届专升本学生的调查发现，高职专升本学生学
习目的非常明确，42.3%的学生是为了提升学历，52.8%的学生是
为了多积累知识和实践技能,4.9%的学生是为了其他目的。我校
专升本会计、金融专业学生女生占多数，学习态度认真，学习氛
围浓厚。其次，对实践教学环节要求高。这些学生在专科学习期
间经历过各个教学学环节（包括实习，毕业论文等环节），而且
学习成绩相对优秀，他们在理论基础课方面也许比不上普通本科
学生，但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比较高。第三，对专业课要求不
统一。对于专业对口的学生来说，他们对专升本阶段的专业课学
习要求比较高，他们会把现在的专业课学习与已学过的专业课进
行比较，也包括对教师的比较。但对于非专业对口的学生来说，
我校 2018 届专升本学生有 26.2%的学生来自非对口专业，他们
对专业课的内容接受起来难度较大，对教师组织教学内容也会形
成压力。第四，自学及创新能力欠缺。对于专升本同学基础课学
习比较薄弱，如数学和英语。专科教育阶段侧重于能力培养，各
种相关资格证书的获取，因此学生自学能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二、专升本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内蒙古财经大学专
升本金融专业为例 

（一）高职专升本培养目标衔接需要进一步调研及制定 
我校 2018 届专升本金融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旨在培养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科技发展需要，掌握金融学
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具有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组织管
理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及职场适应能力，能在银行、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及企业财务部门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专升本培养目标是立足于专科阶段还是立足
于本科阶段，必须深入调查分析本地区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
校的培养方案，在修改与完善各自培养方案的基础上, 应共同制
定符合高职专升本实际的培养方案, 以实现培养目标的顺利衔
接。 

（二）课程体系衔接不通畅 
高职专升本教育通过课程设置这一载体来实施教学计划。专

升本教育属本科层次教育，但又不同于普通本科，其教学计划应
具有独立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能充分考虑学生在专科
阶段已掌握了哪些知识，在进入本科后还需要补充与强化哪些知
识与技能。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根据专业特点和办学资源增设特
色课程、创建精品课程等，以实现专本间教学计划的有机融合。
在调查我校 2018 届专升本金融学专业“你认为哪些课程专科阶
段学习过，专本衔接期间应该再次开设”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同
学都认为宏观经济学、投资学、商业银行学、保险学、国际金融
学等专业基础课有必要再次开设，教学内容需要往深度和广度进
行延伸。专业课需要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进行灵活调整。另外据
调査，近一半的同学要求增加专业主干课实践课时。 

三、解决专升本教育衔接问题的策略探讨 
（一）承担专升本教育的院校探讨 
为了解决专升本教育的衔接问题，高职专升本教育应由两种

院校承担。一是由已经转型为应用型或职业型的本科院校来承担,
而不是普通的本科院校。第二是由办学条件优越、办学质量好的

已经升格为本科的高职院校进行承担。这些院校更容易发挥其优
势，办出技术教育的特色，使培养的人才更符合社会实际的需要。
从我校 2009 届开始的专升本教育实践看，我校将专升本教育交
由职业学院进行发展，并且职业学院以本科高职教育作为发展的
重点，有利于专升本教育的衔接。 

（二）改革高职专升本考试内容 
现在的高职专升本考试内容大多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对职

业技能的要求基本没有，致使许多学生放弃高职教育的职业技能
掌握而单纯通过理论课程的学习达到专升本的目的，这势必影响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为了解决专升本教育的衔接问
题，要改革考试内容，不能只偏重基础理论，还应加大实技践能
的考核。 

（三）在专升本课程体系衔接方面的探讨 
为了促进专升本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专业课教学与基础课教学、计划内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的
关系，横向拓宽、纵向延伸、强化理论、突出特色，进行课程重
组与整合。 

1.在专业基础课程的设计上，以所在本科专业基本理论、基
本要求作为基础保障学科专业基础课程的地位不被削弱，甚至有
所强化，以弥补高职学生基础理论课的薄弱不足。 

2.在专业课设置方面要具有灵活性，例如它可细分为专业必
修课、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其中的主干课程应设为必修课，
并注重新技术、新知识的重组和优化。如我校 2018 届专升本金
融专业教学方案的制定中，在专业课设置方面加强了互联网金
融、金融风险管理、衍生金融工具、保险经纪实务、国际贸易实
务、金融英语方面课程的设置。 

3.强化毕业设计（论文）。高职专升本毕业设计（论文）工
作是衡量与检验专升本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我校专升本教育历
来重视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关工作，并且通过网上指导平台的
应用，有效地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以提高专升本教育
的质量。 

（四）在教材、教学方法、培养途径等方面的建议 
在教材方面，鼓励教师开发编写校本教材，做好专升本教育

衔接的基础。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分层教学，加强案例教学、模
拟训练或现场教学，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我院为例，加入全国科学工作能力
提升计划（百千万工程），建立科学工作实训室都会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培养途径上，加强产学研合作，密切与教师、
学生与相关行业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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