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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职业化取向 
◆王  磊  李晓波 

（长春光华学院） 

 
摘要：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本科教育因高

校的办学历史、学术水平以及学生情况的不同，其教育功能应有所区别。

要创造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色，走职业化的道路是一种重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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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在本科教育层次上产生了不同的类型，形成了本科教育多样化的
趋势。应用型本科院校，特别是教学型本科院校应如何确定教育
改革发展的思路，科学定位，创造特色，是坚持学术取向还是职
业取向，是必须认真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在本科教育中，是强调学术取向，还是注重职业能力，实际
上是国际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美国虽然是通识
教育的始作俑者，但在美国也只有研究型大学以及少数财力雄厚
的文理学院开展通识教育，全美接受通识教育的大学生只占总数
的 15%。德国是极力推崇大学教育的 讲究学术化的国家，然而
却建立了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用科技大学（FH）成为
其他国家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典范，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 

当前，按照教育部的精神，新建本科院校属于教学型高校，
应该说这种划分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合理的。教学型本科院校
就应该自安其位，在努力实现专科向本科转变的过程中，在谋求
规模发展的同时，加强内涵建设，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坚持科
研为教学服务，认认真真地过好教学关。但遗憾的是，不少新建
本科院校盲目追求学术性，过分淡化专业性，产生了严重的学术
化倾向。 

一是在办学理念上，现实定位不准，目标定位太高，不顾自
身条件模仿老牌高校的教学计划、管理方法与发展模式。然而，
根据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只能办 20～30 所，
而进入 211 工程的大学也只有 100 所，这些大学都有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发展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雄厚的师资力量，巨大的
资金投入，这是新建本科院校无法相比的，其学术水平也是一时
难以企及的。 

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公共基础课太多，专业课太少。很多学
校在教学统考、计算机与外语通过率及各种评估的强大压力下，
不是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及学生实际，而是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
设置课程和安排课时，大部分工科专业公共基础课课时已经占总
学时的 50%以上，专业基础课占 30%左右，而专业课（含专业
必修课和任选课）仅占 10%左右，而且还有继续压缩和减少的趋
势。这与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开设两个学期的专业课程，专业课时
占总课时的 25%以上相比差别太大了，10%的专业课时能培养什
么样的职业本领呢？ 

三是在教学环节安排上，理论教学太多，实践教学太少。目

前，教学型高校大部分实行大班上课，正常时是两个班合上，多
的有 4 个班合上。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实验条件有限，实验教师
缺乏，实践教学时间很难得到保证，重要的毕业实习时间只有 2～
3 周。名义上是为了保证毕业论文质量，实际上由于学生接触实
践太少，论文质量可想而知。即使在美国，理论上强调通识教育
课程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人们更注重的是与未来职业联系更为直
接的专业教育，美国各地的文理学院近十五年来也较大幅度地减
少了通识教育课程，说明在美国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的争论中，专业教育赢得了胜利，尽管许多人推崇的是通才。 

职业化取向受多个因素影响。首先，职业化取向是由学校自
身条件所决定的。1998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在校生数年平均增长超过 20%，形成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
共存的局面。少数研究型大学招收成绩优异、智力突出的高考尖
子，而众多的教学型高校大量招收成绩一般、智力普通的考生。
同样是本科生，但是考分相差是悬殊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同
样是本科院校，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是相差甚远的。为此，应确
定不同的培养目标与学业要求，研究型大学应坚持学术定位，培
养高、精、尖人才，而教学型高校只能坚持专业定位，在突出应
用型上谋求自己的教育特色。其次，职业化取向是为了适应人才
市场的需求。由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科技的进步，社会
对本科生的使用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教育阶段，研究生
基本上集中在科研院所与高等学校，很少分配到企业单位。生产
企业能引进到本科生已属不易，本科生自然成为生产企业新产品
研究开发与新技术推广的宝贵人才，而在生产一线从事管理与技
术工作的大部分是专科或中专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
很多研究生就业于生产企业，而一般高校的本科生大部分不可能
聚集在企业上层机关从事研发工作，同时，由于企业生产的科技
含量越来越高，需要本科生担任“现场工程师”，也就是说，一
般院校的本科生从某种意义上接替了原来专科生甚至中专生的
工作岗位。这种本科生作用的变化会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与科技水平的提高愈加明显。对此，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清
醒的认识。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大众的需求不同于精英，他
们更多地为可见的功利所驱动。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必须在研
究型与技能型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既不能模仿研究型本科
教育的基础理论教育，因为 95%以上的毕业生不可能攻读研究
生，他们不适合、也不大可能成为学者、专家之类的精英人才，
也不能简单比照高职教育针对岗位的教育，因为今天的专科生大
多数已经成为高科技机器的操作者。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一
定的专业理论基础，才能承担起产品研发与产品生产之间的桥梁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