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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培养为其根本任务，把大学与社会的其

他组织区别开来；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进行实践性的回答，则又将大学与大学之不同区别

开来；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之不同，在于其人

才培养规格与特色之不同，在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

位之不同。

1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概述

理论上，职业教育从其学历教育的层次来进行

划分，则可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初

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则又可以细分为：研究生教育层

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近十年来发

展最快的教育类别之一，由于定位未明的问题一直

困绕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因此，多年来人们认为

“高等职业教育等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国

家层面上的政策也局限于此；因此高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主体也在专科层次上，制约了我国高等职业教

育体系的构建和形成。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

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

号），完整地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

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1]。这

是至目前为止，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文件”对高等

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最权威、最新的表述，我们完全

可以认为它是中国职业教育近十年来快速发展、不

断实践、提升质量的结果，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

培养目标上与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接轨，构

建高等职业教育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大致经历

了几个阶段，从2000年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

才”到2002年的“实用型人才”，再到2004年的“高

技能人才”、2005年的“高技能专门人才”、2006年

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2010年的“一线的专科层

次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2011年的“高端技能

型专门人才”。至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

标成为一个新的标识性的概念，形成了高等职业教

育在新时期、新阶段的主流意识。由于培养目标在

“素质”和“技能”上均提出了“高”要求，因此我们将

它简称为“双高”人才。

2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体系构建

2.1 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结构

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结构由三个基本层次组

成，在我国可以理解为: 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

育、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的高等职

业教育。

2.2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由三个基本层次构成。

因此，用一个培养目标来定义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

目标，是不可能将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全部涵盖。

新世纪以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专科层

次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专科层次的高职

院校就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主流或“全部”；2010年

9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题为“教育部定调：高职升

本问题现阶段不争论不动摇”表明了国家认识，高

等职业教育就是“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国家层面

的各种会议、文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义和释义也

都集中在这一层面上，这样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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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就被固化为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迅速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从高职高专特

定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向层次完整的高等职业

教育体系方向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应当包含专科、

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已经成为共识，高等

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教

育类型；国家部分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2012年被批

准招收“四年制高职本科生”，体系完善的多层次的

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形成。因此，仍然用一个培养目

标来表征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既不科学也不

全面，需要分层次有差别地进行表征，需要构建培

养目标体系。

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

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为

主要任务，简称为“双高”。

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生产、建设、

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

务。对“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应当理解为“素质

高、技能高”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因此，也简称为“双

高”。

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社会特定职

业的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高层次创新型技术与管

理人才。核心为“高素质、高层次、创新型”，简称

为：“双高一创”人才。

3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解析

3.1 高素质

（1）素质（Quaity）。“素质”是指人的体质、品质

和素养；因此，体质是以先天素质为基础和后天素

质给予补充；品质：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素养：社

会素质。

（2）“高素质”（higer Qusity）。这里的“高”一方

面定义素质的层次“高”，如：身体素质好，道德品质

优良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表明素质的综合性结

构好，而不是单一素质好；第三是表明素质的质优，

而不是一般的组合。

（3）“高素质”的（函数）表达。

1）设任意素质为Qn

2）高素质的公有因子为“H”

3）综合素质为∑

则高素质可以表达为：H

4）H作为高“素质”的公因子，表明每一项素质

Q都具有H

（4）对H 的讨论。H

1）Q1、Q2、…QN分别代表素质1、素质2、…素质

n；每一项素质的设计与形成，反映出一所高职院校

对人才规格的制定和对应的课程开设或培训项目

的安排。

2）每个Q都具有H公因子，表明任意素质都必

须在层次上注重较高或较优，才能实现培养的素质

目标，否则任一素质低下，都会影响着整体素质。

3）H（Q1+Q2+…+Ｑn）反映的是高职院的素质系

统的统一设计；它因不同Q安排和设计，会产生千变

万化的结果，不同的高职院校应当有不同的Q设计

和组合；即使是一个院校内部，由于专业的不同，而

对素质Q的质量、数量和结构的要求会有较大差异，

从而产生不同专业的H（Q1+Q2+…+Ｑn）的结构差

异，一所高职院校可以将H（Q1+Q2+…+Ｑn）统一一

部分，变化一部分。

4）设统一部分为H∑1，差异部分为H∑2，则

H ，∑1反映的是一所高职院校的素

质特色，∑2反映的是同一院校内不同专业的素质特

色。

5）对于一个学院的所有学生来说，不是设计的

∑1和∑2就可以完全对应的，强调以人为本的职业

教育，应当尊重学生的原有∑n。制定好能发扬个性

的∑n，也是一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

3.2 高技能

（1）技能（Skill）：是指从事某一职业技术工作的

能力类别。 1）教育心理学认为：技能是通过训练而

形成的合符法则的活动方式；2）技能与知识不同，

知识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传授，而技能必须亲

自学习，并坚持练习才能掌握其中的技巧；3）技能：

应当理解为技术能力，因为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

术，综合地反映为技术能力；4）职业技能：是指从事

职业活动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

（2）高技能（Higher Skill）。高技能指的是技术

水平层次（技术的复杂程度）高，达到国家制订的

“高级技术”的职业技能标准，具有独立开展技术工

作的能力。

（3）对“高（端）技能”的（函数）表达

1）设构成职业技能的基本技能为S。

2）任何一种职业技能都是由若干个S所构成，

设任一职业技能的综合能力目标为 ，则

3）高（端）技能：任何专项技能（S）的高（H），才

能构成综合职业技能的高（H ），H

（4）对H 的讨论

H

1）S1、S2…SN，分别代表基本技能 1、基本技能

2…基本技能n，每一项基本技能的设计与形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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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一所高职院校的任一专业在人才培养规格的

制定和对应课程的开设或培训项目的基本安排和

综合考量。

2）每个S都具有H公因子，表明任意基本技能

的技术含量和熟练程度都必须在层次上注重较高

或较优，才能实现培养的高技能目标，否则任一技

能的低下，都会影响着综合技能的发挥。

3）H（S1+S2+…+Sn）反映的是高职院对专业的职

业技能系统的设计；它会因不同S安排和设计，而产

生千变万化的结果，不同的高职院校应当有不同的

S设计和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专业相同的不同院校，

学生的职业技能却有很大的差异的原因，也是各高

职院校创建专业办学特色的基本所在。

4）对于一所高职院校的任一专业来说，在专业

技能结构体系[H（S1+S2+…+Sn）]上进行系统的设计

和给予相关的课程、实训条件的支持，可以产生出

具有自身优势的特色。

4“双高”培养目标的内涵

4.1 高素质（high quality）的内涵

素质主要是从内在的、精神上、心理上反映出

来的职业素质和公共素养，它具有比较稳定的品

质，其形成过程比较漫长，以后天的外界环境影响

和先天的生理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需要通过心理

认同、感受、吸收、内化、训练来实现；在社会生活中

它反映的是职业技能之外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职业

能力——“职业核心能力”，也有学者称为“关键能

力”（美国学者称为“关键能力”）。

职业核心能力是指一个人适应工作岗位变化，

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及敢于和善于创新的能力。它

是职业活动中最为基本的能力，适用于任何职业的

任何阶段，具有普适性。“高素质”的内涵应当包括：

良好的综合素质、良好的职业素养、良好的职业核

心能力三个方面，因此，“高素质”人才对社会来说

应当是“红”才。

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对象的个体来看，“红”的

组成要素会因院校在人才培养规格的设计和实施

过程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4.2“高（端）技能”（high skill）的内涵

“高技能人才是指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

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主

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的人员”[2]。高（端）技能人才概念的内

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有必要的基础理论

知识，掌握较高深的专业技术，有较强的操作能力、

创新能力，并能够独立解决生产实际技术问题，有

良好的职业素养。

我国的劳动部门对技能型人才从高到低划分

为五个大类：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

初级工；通常将其中的“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

称为“高技能人才”。高（端）技能人才是身怀绝技

的一线技术能手，因此，“高（端）技能”人才对社会

来说应当是“专”才。

根据“高素质”称为“红”、“高（端）技能”称为

“专”，我们将“双高”表征为“又‘红’又‘专’”。

5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虽然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定位是“双

高”人才，但在具体的培养目标上，由于各高职院校

受自身专业、特色和服务区域的影响而会有诸多的

不同和差异，就即使是同一院校内，也会因为专业所

服务的行业、职业岗位群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各有特

质。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也应当鼓励人才

培养的目标和类型在院校间和专业间的差异存在。

每一所高职院校对应着一定的服务区域，它对

区域的经济社会的服务由N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来完

成，如果不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则学院的学生的

专业技能S就有n种，学院学生的综合性素质均为n

种素质要素Q构成；这样，则一所高职院校的培养目

标的内涵可以表征为：

=n（Q+S）=（Q1+Q2+…+QN）+（S1+S2+…+Sn）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构建，高职院校要

以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形

成为核心，构建学生的“双高”人才素质与能力体

系，建设与“双高”人才素质与能力体系培养相对应

的课程体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建立“双证”融通

制度，建立并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高职院校“双

高”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虽然“双高”人才成为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但

从其总的定位上来看，其内涵和外延因院校的不

同、专业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产生出不同的高

职院校的特色。理论上，不同地域、不同类别的高

职院校应当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定位，同样之道理，

不同专业也应当有结构不同的目标定位。所以，各

高职院校应当根据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的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

对“‘双高’人才”目标进行科学而合理的定位，形成

自身的办学特色。

（下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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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f Zhangzhou High School Students

KANG Yu-lian

（College of Educ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7）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family environment is

explored，to strengthen school and family’s educa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SCL-90 symptoms self-rating

scale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300 Zhangzhou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selected to be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e correlation of the factor i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nd the SCL-90. Based on sub-survey results，

gender and grad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analyzed，the correlation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too.

Key words: Key high school students；Mental health；Family environment；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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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ltivating Targe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 Bing-chang

（Gui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Guiyang，Guizhou 550001）

Abstract: The cultivating targe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vocation. It has different posi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has changed

graduall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its connotation i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constantly，and also integrated some content given by era. In the recent decad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it presented a multi-level structure，and its architecture appeared

step by step. In addition，with the deep study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we explored the

cultivating target and the basic task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nd achieved plenty of fruits. After

reorganizing，summarizing and extract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output，we realized that the cultivating targe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talents of“high quality，and high skill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ultivating target；High quality；High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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