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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省会城市的地级市新建本科院校，因区域

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很难和老牌的本科大学以及

省会城市的本科院校在同一环境下去博弈。地级

市新建本科院校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选择适宜的

发展路径，科学合理定位，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将直接关系到这些地方本科院校的生存和发展。

西昌学院地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既无地理优势，

也无殷实投入，但肩负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培养地

方应用型人才的任务。责任重大，不容懈怠。为

此，西昌学院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积

极探索并实施具有鲜明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

一 发达国家已搭建高职教育立交桥
中国需不需要本科职业教育？当学术界对此

争论不休时，发达国家本科高职已走过了数十年的

历史。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所经历的道

路来看，中国仅仅将高职教育定位在专科层次是不

全面的，也不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事业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科学体系，是职业教

育与高等教育交叉渗透、并行发展的格局，二者均

有自己的“本科”，甚至“研究生”，并搭建“立交桥”。

国外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走过了一条“曲

折”的道路。中世纪大学主要是职业教育，近代早

期大学又排斥职业教育，现代大学又充分接受职业

教育。上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科技日新月异，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日益提

高。在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的共同推动下，本科高

职呼之欲出。美国普渡大学成为第一个尝试者，该

校于 1967 年设立中北部分校（Purdue University

North Central Campus），开设了市场销售、机械与机

电技术等多种本科高职类专业。70年代初，美国政

府大力推行的“生计教育运动”催生了普通教育与

职业教育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区学

院开始举办本科高职。目前，美国大约有100到200

所社区学院开设的课程绝大多数是和四年制大学

合作完成（“2+2模式”），这些学士学位专业和课程

多数集中在高职领域，属于社区学院的本科高职教

育。受此影响，美国3000多所高校中有1/3实施“工

学结合”（Work Integrated learing）的培养模式，逐步

增设技术学院或高职类专业，有的专业学制为四

年，并可取得学士学位。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职

业素养，丰富职业工作经验。

与美国相比,德国和日本的本科高职起步稍晚，

但特色更为鲜明,呈后来居上之势。德国从70年代

中期开始，就组建四年制的应用科技大学，培养各

种专门职业技术的本科应用型人才，从事产品开

发、质检、设计、维修保养等工作。如德国汉诺威应

用科技大学，非常重视传授职业生涯所必需的社会

和生态能力，强化应用工程技术教育。日本于1976

年建立了两所国立本科高职大学：长冈技术科学大

学和丰桥技术科学大学。两校的学制均为四年，采

取本硕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1995年日本又增加

东京都立科学技术大学、帝京技术科学大学。经过

多年的发展，日本的技术科学大学成为与德国一样

具有鲜明高职特色、较高办学质量的本科高职大

学。

现在，英联邦国家把职业证书体系和高等教育

紧密结合在一起，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人才

培养方案中都体现有职业资格的培养。这种作法

使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术教育，同时又选择职业

资格证书教育，毕业生可以拿到直接上岗就业的职

业资格证书。目前，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已覆盖了

80%的职业能力。职业教育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紧密相连的作法可以一直延伸到本科，甚至研究

生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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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高职教育采用“学分银行”，各种教

育（普通、职教、成教）学分互认，形成终身教育体

系，办学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技能为中

心，以企业标准为依据。以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

学为例，该校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

在于围绕“应用性”做文章，为现实世界（Real world）

培养适需人才，深受企业等用人单位欢迎。

加拿大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实施“工学结合”的

培养模式。加拿大百年理工学院工学交替、校企合

作，实践经验和职业技能培养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

重视。因为学生在校期间有了一年左右的职业工

作经验，走上岗位能很快胜任工作。本科高职的学

生可以申请学士学位，甚至可报考其他大学的研究

生。

总之，现代大学与过去排斥或蔑视职业教育不

同，为了生存发展，只要市场需要，就可接受高等本

科职业教育。如约翰逊认为“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世界中，高等教育需要重新定向，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也表现出一种职业化的趋势”。

纵观世界各国本科高职的历程，可见本科高职

有如下模式和形式。

创建模式有三种：第一种升格模式，即由专科

高职或其他技术学院升格而成，如德国应用科技大

学（FH）；第二种新建模式，如日本的技术科学大学；

第三种衍生模式，如美国普通大学、社区学院举办

的本科高职。办学形式有三类：第一类独立型，即

本科高职由独立建制的高职大学承担，如日本的技

术科技大学等；第二类混合型，即本科高职由专科

高职院校及其他院校承担，如美国的社区学院独立

办的高职；第三类合作型，如美国社区学院与大学

合办的本科高职。

二 国内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已初见成效
（一）国家需要应用型人才

我国高级操作型技术人才（3.6%），与世界平均

水平（30%~50%）相比，相差甚远，大量的应用型人

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升级的

主要“瓶颈”。当前，为了适应后金融危机国内外经

济环境的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一

度时期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大量

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而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中，本

科院校几乎都是按传统本科办学模式，几乎都在培

养“学术型”人才。因此，造成应用型人才空缺，从

而为地级市新建本科院校发展本科高职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传统的本科教育而言，职业教育与经济

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既是职业教育性质使然，

也是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客观要求。《发展纲要》

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

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

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地级市新建本科院校不是高职（专科）学校，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行的法规要求，不可能完全按

高职院校的模式培养本科人才，但是，有选择、有计

划、分阶段逐步发展本科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人

才，强化职业技术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应用型高校作为我国大众化教育进程中催生

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这种类型决定了人才培养目

标和规格定位的基本特征，即培养面向生产、管理、

教育、服务一线的应用型人才，以本科教学和学生

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主导，学用结合、学做结合、

学创结合。“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灵魂，

“学以致用”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治学理念。因此，

地级市新建本科院校强化职业教育既是大众化的

结果，也是社会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必然要求。

地级市新建本科院校增加职业教育的内涵，强化职

业素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必然，更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生存和发展之

本。

（二）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经验

目前，中国高职院校有好的“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经验可以借鉴。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推行

“技术岗位型”人才培养模式，无锡商业职业学院探

索了“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

式，泰州职业技能学院构建了“基础平台+能力模

块+职业资格证书=新的课程体系”的模式，内江职

业技术学院“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素质教育合

格证书”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学生的“专业能力+

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的培养体系。这些职业技术

学院将职业技能培训的要求纳入教学计划，将职业

技能培训和素质教育培养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学

生在毕业时至少应获得一个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获

得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加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仅

是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特色，也极大地满足了用人

单位和毕业生个人注重职业技能的需要，得到了全

社会的普遍认同。

总揽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特点鲜明，培养目

标定位明确，即培养岗位熟练工；实践教学具重中

之重的地位，即特别重视岗位技能的实训；学生动

手能力超强，即表现为岗位技能娴熟；市场需求接

轨畅通，即以市场引领专业课程的设置；双师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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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是保证实践的基础，即采用挂职与外聘结合的方

式来满足实践教学的师资需要；校企合作是实践教

学深化的保障，即表现在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上；

学生就业压力不大，即体现为用人单位提前预定，

实行订单式培养。这些理念和作法对地级市新建

本科院校很有借鉴意义。

（三）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

潘懋元先生认为：新建本科院校“主要培养技

术型和工程型人才，也可培养职业型人才。培养职

业型人才也要有本科，应该有职业型本科”。“应用

型本科院校应以本科教育为主，辅之适量的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上海二工大、上海机电学院、南京工

程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等，采用以技能培训、实践实

训为主的应用型教学模式，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创新

性人才，学生深受用人单位亲睐。上海市市属高校

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面向实际，适应具体职业岗

位的技术人才。主要目的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

（类）职业或行业所需要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其实

践经验认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本科教育实质上

就是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但是，根据高教法的规

定，学生还应达到现有本科教育培养的基本要求；

其次，还要受社会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各类本科

评估。为此，新建本科院校既要应对本科人才的要

求和各类评估，又要加强本科职业教育创新模式的

研究与探索，办出自己的特色。

这些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定位准确、切

合实际，不好高骛远。办学思路既具有鲜明的职业

性特征，但又与高职院校职业教育有所区别。高职

院校职业教育是以岗位和工作过程为导向来培养

人才，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熟练掌握多个岗位的操作

工艺，并具备对工艺进行修改和完善的能力。而本

科院校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导向来

培养人才，培养出的人才应具有本科的学历（学

位），达到高教法所规定的本科学历的标准，同时要

具备职业技能、技术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科

学知识+应用能力+职业素质”的高级人才，即既要

掌握多个岗位的操作工艺，并具备对工艺进行修改

和完善的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设计工艺的能力。这

些学校积极探索“技术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技

术立校、应用为本”，谋求走内涵建设，与普通本科

院校错位发展的特色之路。将“学以致用”作为治

学理念和治学目标，强调既要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又要突出职业能力。在广泛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确

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人才培养方

案。积极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

的“双证书”制度，增强行业、企业对实践教学内容

的要求。重视用人单位的评价，有效地提高了人才

培养的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率。

三 西昌学院加强本科职业教育的实践
西昌学院非常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借鉴国内

外一些本科院校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素质的成功经

验，走技术应用型本科道路，从学校实际出发，结合

大众化教育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对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加强职业技能素质培养的全

新思路，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一）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注重其针对性和逻辑

性。将狭义的就业指导课拓展为广义的职业生涯

规划课，并纳入本科教学计划，安排适当学分，延伸

到整个大学的教育阶段。具体作法是：在大一开设

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教育，解决正确认识自我的问

题；在大二开设职业生涯规划环境知识教育，解决

了解职业世界的问题；在大三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职

业定位教育，解决求什么职业的问题；在大四开设

职业生涯规划岗位体验教育，解决怎么求职的问

题。

（二）实施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适应就业”为导向，

以“培养面向生产、管理、服务、建设一线需要的应

用型人才”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创新性人才培养，

突出实践技能，增强职业技能素质，加强实践技能

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上突出三方面的

素质：一是具有爱岗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遵纪守法的素质；二是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既要有

职业岗位的针对性，又要有就业弹性带来的适应

性；三是具有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协调能力，处理

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时，还要

具有较强的沟通、公关，带领团队的组织能力和素

质。西昌学院提出并实施了“本科学历（学位）+职

业技能素养”人才培养模式，并于2009年被列入四

川省本科人才培养创新试验项目。

（三）构建合理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一是构建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适当降低传

统本科教育中的基础理论和学科性课程比例，增加

应用性知识和实践教学的比例，改变基础性过强而

实践应用偏弱的状况，以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二是推进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

有机结合。在知识层面，不仅要传递“是什么”，更

重要的是解决未来岗位中“怎么干”的问题；在能力

方面，通用能力、职业能力和拓展能力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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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才培养方案的应用性价值取向，实现本科教

育基本规格、职业教育内涵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之间

的协调。三是促进学科专业间的交叉复合，摒弃传

统的单一学科体系的模式，打破割裂分离的专业状

态。通过“专业+专业方向”、“专业课+任选课”、“专

业+职业资格”等，拓展应用型人才的口径、知识和

能力。

（四）加强双师素质教师培养

培养应用型人才，“双师型”教师是关键，力争

通过2~3年的努力，使30%~40%的教师具备职业技

能的素质。成立“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工作机构，健

全考核奖励办法。针对年轻教师实践动手能力差，

实训指导能力弱的问题，出台激励政策，鼓励教师

到企业、科研院所、实训基地等去锻炼6个月以上，

以提高教师实践实训能力。学校给予课时津贴、报

销差旅费以及资金等。建立“双师型”教师资格认

证体系，尽快提高实践实训能力；鼓励专业教师考

取国家承认的与人才培养方案相关的专业资格证

书，经考核后，学校给予奖励；另外，适当聘用校外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做兼职

教师，充实在职教师队伍。

（五）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

实施“本科学历（学位）+职业技能素养”人才培

养模式，必须强化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一是加大

实践教学比例，构建有别于传统本科学历教育的实

验、实习、实训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减少验证性

实验和观摩式、浏览式的实习实训，增加开放性、仿

真性的实践、实际操作和顶岗实训。目前，西昌学院

人文学科实践教育比例达40%以上，理工类学科达

45%以上。二是加大投入，尽可能完善实践实训基

地，“院地合作”，实现“校企双赢”。如与成都乾坤集

团合作建立生物科学实训基地，实行订单式培养；与

西昌华宁公司建立动物科学实践实训基地；与凉山

育兴农科公司建立农学、园艺、林学类实训基地；与

凉山北工业园区建立轻工实训基地，与凉山日报社

和凉山电视台建立新闻广电专业实训基地。除了学

生实践实训外，这些基地还为校企合作共同研发项

目，促进教师锻炼，推荐学生就业提供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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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Examples of Domestic and Abroad Experience，
Exploring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XIA Ming-zhong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the education running patterns and form of the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ountries of America，German，and Japan. And it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dition，our
countries needs of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of China，explains the experi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raining those kinds of pers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s of the undergradu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Xichang Colleg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setup the curriculum of career plan，the implement of
the new personnel training pattern，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double-qualified teacher trai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actic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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