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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
*

李炳昌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贵州 贵阳 5 5 0 0 0 1)

【摘 要】新形势下
,

贵州的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
,

既是贵州职业教育科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

也是贵州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大课题
,

更是构建贵州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的重大课题
,

积极探索新的历 史背景下贵州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
,

引

导贵州高等职业教育科学有序健康发展
,

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关键词】贵州 ;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 ] 7G l o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67 3一 1 88 3 ( 2 0 1 4 ) 0 3一 0 1 1 2一 03

近年来
,

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非常迅速
,

截 循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
,

全面实施内涵发展战略
,

至 2 0 14 年上半年
,

高职院校的数量已经 占到了贵州 把内涵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战略
,

夯实发展基

高校的一半
,

在校生约占高校在校生的 40 % ; 由于 础
、

创新培养模式
、

提升服务能力
,

才能更好地实现

多方面的原因
,

贵州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论是在 量的可持续发展
。

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远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二
、

衔接中职战略
与全国相比

,

存在着总体办学水平不高
、

社会服务 2 0 13 年
,

贵 州省 的高 校 招 生 录取 率 达 到

能力不强
、

办学条件较差
、

体制机制创新不够
、

与区 86
.

05 % ;高等职业院校以高中起点的考生作为生源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
、

特色不鲜明 开发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 2 0 13 年初
,

贵州省人民政

等问题 ;如何才能使贵州的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健康 府颁布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教育
“
9+3

”

计划的

发展
,

尽快缩小与全国的差距
,

更好地适应贵州经 意见》(黔府发 [2 0 13 1] 号 )
,

根据
“

+9 3
”

(即巩固提高 9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其发展战略的设计与选择将是 年义务教育和实行 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
,

贵

贵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解决首要任务
,

为此
,

州中职招生任务为
: 2 0 13 年 27 万人

,

2 01 4 年 30 万

我们认为 目前贵州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从
:
内 人

,

2 0巧年 33 万人 ;实际上
,

2 0 13 年贵州省的中职招

涵发展
、

衔接中职
、

特色发展
、

区域发展
、

国际化发 生实现了 30 .5 万人进校的历史性突破
,

如果按 20 %

展
、

人才强校和机制体制创新等几个方面做好战略 计算高职对 口招收中职生 的
“

对 口招生
”

比例
,

从

设计与选择
。

2 0 16 年起
,

每年约有 6万名中职生进人高职院校学

一
、

内涵发展战略 习
,

这个数将占贵州高职招生数的 60 %
,

从而极大地

近十年来
,

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很大的 改变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
。

发展
,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 但是
,

由于多方面 的原因
,

我省中等职业教育

但是
,

除了几所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发展已经从规模 与高等职业教育各 自独立
、

自成体系
,

既没有宏观

发展转变为结构调整和内涵提升外
,

绝大多数院校 层面上的政策支持
,

也没有操作层面上 的基本办

的发展仍然是以规模扩张为基本的发展模式
,

而且 法
,

高职院校不论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办学定位和

规模的扩张在总体上远未结束 ; 由于我省的高职院 办学模式上都还没有做好接收超过招生计划一半

校大多是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基础上升格而来
,

办学 的中职生人学的准备
,

甚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还存

的思想受到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思想观念的制约很 在着不愿安排更多的招生指标招收中职生
,

原因是

大
,

还处在一个追求量的扩张的初级发展阶段上 ; 中职生理
“

难管
、

难教
” ,

更别说做中高职教育的有

对内涵发展重视不够
、

或不重视 ;办学质量始终是 效衔接的准备
。

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

因而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 然而
,

中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是贵州省构建现

线 ;贵州高等职业院校要想在新的历史阶段优质发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历史必然
,

是高职职业教育转型

展
,

必须从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开始
,

遵 发展的新阶段
仁’ 〕。

一方面在省级宏观层面上必须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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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解决中高职衔接的制度缺失问题 ;另一方面高等

职业院校必须积极主动地应对贵州职业教育新的

发展历史时期的到来
,

主动从专业
、

培养 目标
、

课程

内容和体系
、

课程标准
、

教学模式
、

教学评价方法
、

教师队伍的思想理念等方面做好衔接 ;第三
,

高等

职业教育需要根据生源的差异进行教育教学计划

的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的编制
,

不能千篇一律
、

千

人一面地用一个计划
、

一个方案
、

一套教材
,

一种模

式
“

用到底
” 。

三
、

特色发展战略

贵州省高职院校十多年来的发展
,

充分显示了

特色化办学的影响
。

但凡学校规模较大
、

办学质量

较高的学校
,

都是特色较为鲜明的学校
,

但凡办学

规模小
、

质量不高的学校
,

都是办学没有特色
、

专业

没有特点的学校 ; 目前
,

贵州省的高职院校共有 28

所
,

20 13 年 26 所高职院校面向社会招生的专业总数

为 7 33 个
,

平均每所学校有专业 28
.

2个 ;扣除专业的

重复部分
,

实际上只有专业 3 14 个
,

平均每所学校为

16
.

12 个 ;重复的专业数为 4 19 个
,

专业的重复率为

133
.

4 4% ;据统计
,

20 13 年国家级 ( 2所 )和省级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 ( 8所 )的招生专业共有 4 01 个
,

超过

全省高职专业总数 ( 3 14 个 ) 87 个
,

其专业面几乎涵

盖了全省高职院校的所有专业 ;总体上看只有一半

的院校办学上有特色
、

有规模
、

有效益
、

有前景
,

有

一半的院校专业被覆盖在示范性院校的特色专业
、

优势专业之中
,

这样很难形成 自身的专业优势
,

特

色难以形成
、

优势难以显现
,

招生难
、

发展难成为当

下部分高职院校的发展难题
,

这一难题的破解
,

既

需要智慧
、

也需要勇气
、

更需要有战略思维和宏观

布局 ;既要研究自己
、

也要研究省内的兄弟院校
,

充

分分析并挖掘自己的专业优势
,

寻找专业发展的差

异空间和特色发展的突破口
,

创出自己的专业特色

品牌
,

走特色发展道路
。

四
、

区域发展战略

高等职业院校是地方性院校
,

立足区域
、

服务

区域
、

根植于区域的区域化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生

存与发展的社会属性
,

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

地方高职院校存在的内在因素
、

发展的内在动力
,

其存在与发展是以区域的经济社会的需要为基本

前提
,

它以服务于本区域的发展为主要 目的
,

也是

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仁
气因此

,

无论是专业开发

与专业建设都必须立足于贵州省及其所在区域的

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需要
,

不能好高鹜远
、

脱离本

土
、

舍近求远开发专业
,

否则就成为无本之木
、

无源

之水 ;高职院校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三个层次
:
第一

个层次是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开发专业
,

第二

个层次是专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发展紧密关联
,

第三

个层次是专业引领区域产业的发展
。

五
、

国际化战略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特征
,

高等教

育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全球化

的发展态势
仁3 〕 ;高等职业教育随着经济全球化

、

技术

的开发应用与传播的全球化
,

其发展方向正朝着国

际化方向决速发展
,

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正出

现前所未有的面向国际开放
、

融合的发展态势
仁4〕。

我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起步晚
、

总体水平比较

低
、

发展也不平衡
,

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 国际化

发展水平还相当滞后
,

主要原因是基础水平低
、

思

想观念落后
、

发展平台少
、

支持力度小
、

重视不够 ;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大趋势
,

结合贵州

省高职院校的实际
,

高职院校必须解放思想
,

充分

利用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平台
,

特别是贵州省教育

厅近期出台的《贵州省
“

千人留学计划
”

选派办法》
、

《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

政策
,

以及国家的相关鼓励政策
,

打开学校大门
,

配

合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

主动出击
,

全力推进学

校的国际化发展
,

在学校的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国

际化发展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
,

做好顶层设计
,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

走出去
、

请进来 ;并在学校办

学思想与理念上与国际接轨
、

学校的办学模式与人

才培养模式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

学校办学资源 的开

发与利用面向国际等
。

六
、

人才强校战略
“

教育
”

既是知识的传授
、

也是人格特征的塑造

与传递 ; “

教育
”

是软科学
,

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和

行为素养本身就是教育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

知识

的传授
、

能力的培养
、

榜样的示范与个性化品质的

熏陶集于教师的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

教师的个

体素质
、

知识与能力的水平决定着教育教学的质量

与水平
,

外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起到辅助作用
,

因

此
, “

教育
”

最能体现
“

言传身教
”

的内在作用
,

教师

的知识
、

素养
、

才能与智慧以及职业道德水平对其

职业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5〕 ,

学校教育需要
“

名师
” ,

只有
“

名师
”

才能出
“

高徒
” ;梅贻奇先生说

:
大学者

,

非谓之大楼也
,

谓之大师也
。

高职院校作为现代大

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同样地肩负着人才

培养
、

科学研究
、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大学使命 ;

没有
“

大师
”

就不能成就其为大学
,

现代技术代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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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大师
”

的
“

人力
”

作用 ;高职院校要把培养 自己的
“

大师
” 、 “

大家
” ,

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学校

各项
“

工程
”

的首要工程
,

牢固树立人才兴校
、

人才

强校战略
,

书记和校长要始终把识才
、

用才
、

重才
、

爱才
、

惜才作为自己的职业素养加以修炼
。

目前我

省高职院校总体的教学质量不高
,

学生的综合竞争

力不强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省高职院校师资队伍

的总体专业素养水平偏低
、

科学研究能力不强
,

具

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力的教学名师
、

大师数量太

少
。

教育对教师来说既是事业
、

也是艺术
、

更是科

学
,

需要终身加以追求
,

这一终身追求的动力既来

自教师对职业的认同
,

更重要的是学校要给予教师

职业追求的平台
、

人生展演的舞台
。

七
、

体制创新战略

校企合作或政校企合作或校校合作等都是高

职院校办学在机制体制上的创新与探索
,

我省高等

职业院校升格后的治理结构几乎是完全照搬本科

院校的模式
,

条块分割非常明细
、

层级结构非常严

明
、

行政化非常明显
,

这种结构在高职院校的创建

初期推动学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现在不适

应我省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的需要 ; 为什么
“
C R P ”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研发的
“

校园管理信

息系统
”
C a m p u s R e s o u cr e p l a n n i n g 的简写 )系统在贵

州省的高职院校
“

水土不服
” ,

主要的原因是
“
C R列

系统是基于 15 0 9 000 质量论证管理体系
、

学校以扁

平化的四大职能部门 (行政
、

教学科研
、

后勤
、

学工 )

和院系两级管理的治理结构来设计的
,

突出职责担

当
、

运行闭合
、

信息反馈为特征
。

高职院校必须以加快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

为机制体制创新的 出发点
,

在此基础上
,

努力从办

学模式
、

培养模式
、

评价方式
、

激励措施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创新 ;用市场化的理念经营学校
、

用成本

化的理念管理学校
、

用资本化的理念运作学校
,

构

建人尽其才
、

物尽其用
、

人才辈出的制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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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i s s u e t h a t

G u i z
h o u h i g h e r o e e u p a t i o n e d u e a ti o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fa e e s ,

W h a t 15 m o r e ,

i t 15 a s i g n i if e a n t t a s k to e o n s t ur
e t t h e

m o d e
m

o e e u p a *i o n e d u e a * i o n s y s *e m in G u i z h o u
.

T o e x p l o r e a e *i v e l y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 s * ar *e g y o f G u i z h o u h i gh e r

o e e u p a t i o n e d u e a t i o n i n t h e b a e k g or u n d o f h i s t o r y a n d g u id e G u i z h o u h i g h e r o e e u p a t i o n e d u e a t i o n s e i e n ti if e o r d e lr y

a n d h e a l t h y d e v e l o p m e n t
,

h a s t h e p r a e t i e a l s i g n iif e a n e e i n t h e o巧 a n d p ar e t i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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