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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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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需求的转型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批

判性思维与终身学习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了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

养与科研创新中的核心作用，提出跨学科教育与实践教学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然而，教育经

费投入不足、教师队伍建设的挑战、教育质量与规模的矛盾、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吸引力下降以及

教育与就业脱节等问题，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本文提出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强

化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监督评价体系、构建开放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深化学科专业结构

调整等对策，旨在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与竞争力，确保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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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demands require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not only impart knowledge but also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ies to meet future societal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highlights

the core rol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emphasizing

that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re key to improving educational quality.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ducational funding,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the teaching

workforce, the conflict between education quality and scale, declining attrac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ose significant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increasing educational funding,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workforce,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building an op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deepening adjustments to disciplinary and professional structure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nsure a close alignment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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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高等职业

教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1]。社会对高等职

业教育的期待已超越传统的学历追求，转而重

视培养具有创新潜力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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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更加重要，要求教育机构

不断创新教育模式，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对人才

技能的高要求。

1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背景与趋势

1.1 社会需求与教育观念的演变

社会需求的演变是驱动高等职业教育改

革的重要引擎。随着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

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期待已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学历认证，而是更加重视个体的综合能力

和创新潜力[2]。公众逐渐意识到，高等职业教

育不应仅仅是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终身学习

的习惯。这一观念的转变，要求高等职业教育

机构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致力于塑造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之成为适应未

来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1.2 知识经济对教育改革的迫切呼唤

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在知识经济的框架下，劳动力

市场的结构与需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

职业路径被打破，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对人才

的技能组合和创新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3]。高

等职业教育作为社会智力资本积累与传播的

核心平台，其角色变得尤为关键。为了有效对

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高等职业教育机构需要更

加聚焦于跨学科教育，鼓励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以培养学生的多元视角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同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校企合作、

实习实训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锻炼，

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人才

的需求。

知识经济还强调了创新与创造力的重要

性。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应致力于营造创新氛围，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未来的创新领导

者。此外，终身学习的理念也日益凸显，高等

职业教育需要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满足不同

年龄层和职业阶段的学习者需求，使他们能够

持续更新知识，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

2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

2.1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制约发展

教育经费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高等职

业教育机构的教学与科研质量，以及其在全球

范围内的竞争力[4]。尽管高等职业教育被视为

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在许多国家和地

区，教育经费的投入仍然不足。这一现象的背

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也有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的问题。经费短缺导致了一系列连锁

反应，包括但不限于教学设施老化、实验设备

陈旧、图书资源有限，以及无法吸引和留住顶

尖科研人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极大地削弱

了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和科研产出，

进而影响了其在全球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地

位与声誉。

2.2 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挑战

教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灵魂，其素质与

结构直接决定了教育的质量与效果。然而，当

前教师队伍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

先，高水平教师的短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尤

其是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优

秀教师的培养与引进难度极大，这直接影响了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其次，

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与学科结构失衡问题日

益凸显。一方面，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退休，年

轻一代教师的接续成为紧迫任务，但青年教师

的成长往往需要时间与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

某些热门学科因市场需求而迅速扩张，而传统

学科则面临招生困难，导致师资配置的不均衡，

影响了学科的全面发展与教育的公平性。

2.3 质量与规模的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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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成为全球

教育领域的普遍现象。这一扩张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社会大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广泛需求，

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升了整

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然而，规模的

迅速扩大也带来了教育质量下滑的风险，成为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规模

扩张的过程中，资源分配的紧张、师生比例的

失调、教学模式的僵化等问题逐渐显现，直接

冲击了教育的效果与学生的学习体验。

2.4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吸引力下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

人才的摇篮，但在近年来，却面临着招生困境

与社会认可度下滑的严峻挑战[5]。这一现象的

根源在于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偏

差，长期以来形成的“学历至上”观念使得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公众心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被视为次优选择。加之，部分职业技术院校在

品牌形象、教学质量、就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

短板，进一步削弱了其吸引力。学生及其家庭

在选择教育路径时，往往倾向于追求更高学历

而非专业技能，忽视了技术型人才在社会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和广阔前景。因此，提升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的吸引力，不仅需要改变社会对职

业教育的刻板印象，还要求学校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教育质量，紧密对接市场需求，确保毕业

生具备高就业率和良好职业发展前景，从而重

塑其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定位。

2.5 教育与就业脱节现象严重

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的衔接不畅，已

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的

一个重要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

的快速变化对人才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而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及时

适应这些变化，导致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脱

节，毕业生技能与岗位需求的不匹配，形成了

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聘难并存的尴尬局面。

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主要表现在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未能

充分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需求。许多高校

的课程体系依然沿袭传统模式，缺乏与新兴产

业和未来发展趋势相适应的课程，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绿色能源等领域的知识技能培养。此

外，教学内容往往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

了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导致毕业

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

3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应对

措施

3.1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经费

投入不足的现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多元

化的资金筹集机制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与竞争力的必要之举。政府应当扮演领头羊的

角色，大幅增加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

特别是在科研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设施

升级等关键领域，确保教育投入能够有效转化

为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

与，如企业赞助、慈善捐赠、校友基金等，形

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教育投资格局，不仅

能够缓解公共财政压力，还能促进教育资源的

优化配置，确保经费使用的精准高效，最终实

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3.2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减轻教师负担

教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灵魂，其素质与活

力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高低。因此，强化教

师队伍建设，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是提升教

育质量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通过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业发展机会，如

设立科研启动基金、提供国际交流平台、实施

教师职称晋升通道优化等措施，吸引更多优秀

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充实教师队伍，提升整体

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优化教师评价体系，摒

弃过度量化考核，注重教学质量和学术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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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评价，减轻教师在行政事务、非教学任务

上的负担，为其创造一个宽松、专注的教学与

科研环境。通过这些措施，保障教师能够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创新和学术研究

中，从而激发教师队伍的活力，提升高等职业

教育的整体竞争力。

3.3 建立健全监督评价体系，保障教育质

量

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建

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价体系，是确保教育

质量与公平、提升教育效果的关键环节。一个

有效的监督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及时发现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教育管理与教学实践的持

续改进，还能增强教育的透明度，保障学生权

益，提升公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信任度。为此，

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应当构建一套涵盖教育全

过程的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教学质量、

科研成果、学生满意度、就业率等多个维度，

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定期开展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是监督评

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定期的数据收集与

分析，可以准确掌握教育质量的现状与变化趋

势，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评估结

果应当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教育机

构之间的良性竞争，提升整体教育质量。此外，

应鼓励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教育质量评估，以

增强评估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加强外部监督，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透明

度与公信力的有效途径。教育机构应当建立健

全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发布教育质量报告，公

开财务状况、招生录取、教学安排等重要信息，

接受学生、家长及社会的监督。同时，建立有

效的投诉与申诉机制，保障学生权益，及时解

决教育过程中的争议与问题，提升教育治理的

民主化与规范化水平。

3.4 构建开放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提升

吸引力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

才的重要途径，其吸引力与社会认可度的提升，

对于构建多元化、开放式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

力，首先应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

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偏差，提升其

品牌形象与社会地位。通过举办职业教育成果

展示会、技能大赛等活动，展现职业教育的成

果与价值，提高社会对其的认可度。

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结构，是提高高等职

业教育实用性和就业导向性的关键。教育机构

应密切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动态调整专

业设置，强化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引入行

业标准与企业案例，确保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

高度契合。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设实

习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就业

竞争力。

拓宽升学与就业渠道，是增强高等职业教

育吸引力的重要措施。教育机构应积极搭建校

企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就业推荐

等服务，打通就业通道。同时，探索建立与普

通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多

元化的升学路径，如专升本、本科直博等，提

升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与社会认可度。

3.5 深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适应社会需

求

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应建立学科专业调整

的长效机制，定期评估现有学科专业的社会需

求度与就业前景，对于需求量小、就业率低的

专业，应及时进行缩减或调整，而对于新兴行

业急需的专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

等，应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学科建

设。同时，鼓励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打破传统

学科界限，开设跨学科专业，如生物信息学、

环境经济学等，以培养具有跨界知识与技能的

复合型人才，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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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课程设置，是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重

要内容。课程设置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引入行业标准与前沿科技，确保教育内容的时

效性与前瞻性。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实

训基地，开展项目导向式学习，使学生在实践

中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此

外，课程设置还应注重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

平衡，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批判性思维，促

进全面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应建立学科专业调整

的信息反馈机制，定期收集毕业生就业数据、

企业用人需求等信息，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确保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通过与政府、

行业协会、企业的紧密合作，建立产教融合平

台，使学科专业调整更加精准，提升高等职业

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与竞争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必须采取积极

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建

立健全监督评价体系，构建开放的高等职业教

育体系，以及深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以提升

教育质量与竞争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优化

资源配置，是确保教育质量的基础；强化教师

队伍建设，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是提升教育

质量的关键；建立健全监督评价体系，保障教

育质量，是提升教育效果与公平的重要保障；

构建开放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其吸引力，

是满足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有效途径；深

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适应社会需求，是高等

职业教育机构应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

的必要策略。通过实施这些对策，高等职业教

育将能更好地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

质人才，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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